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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乡”社会实践助力青年学生发展
唐翠柳　田　甜　鲁　义　唐宁潇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三下乡”社会实践是一项重要的教育举措，旨在促

进青年学生全面发展。本论文通过深入分析“三下乡”社会实践

的实施情况和影响，探讨了它对青年学生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三

下乡”社会实践通过提供实践机会，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农村建设、

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

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此外，这一实践也有助于打破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三下乡”

社会实践在培养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也为中国

社会的进步和农村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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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助力乡村德智体美教育、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等国

家战略与地方需求，湖南科技大学团委依托我校丰富的学科专业

优势，在总结与凝练以往开展的乡村支教、乡村文化建设等志愿

服务项目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学院、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教育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研究生和本科

生组成的湖南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以暑假三下

乡社会实践为契机，走进邵阳市新宁县崀山，深入感受瑶族少数

民族历史人文、自然风情，重点开展“一诗一朗诵，一曲一舞蹈”

为核心的实践活动，发掘崀山旅游特色，奏响乡村文化振兴“景

区带村”的协奏曲。另外，深入走进邵阳市洞口县古楼乡，重点

开展红色文化宣讲、乡村支教、原创诗创作、校园墙绘、茶企和

古树调研、广场舞下乡等项目，倡导大学生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服

务乡村建设，助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的发展。

一、“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全面发展的追求，教育不再局

限于课堂内部，而是更加注重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这一背景下，

“三下乡”社会实践应运而生，它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走出校园，

走向社会基层的机会，旨在促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同时也让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与收获。

第一，了解社会基层现状：在城市繁荣的背后，农村地区的

发展与问题也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

正是为了让他们深入农村，亲身体验农村生活，了解农村的发展

状况、农民的生活现状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通过这种体验，

大学生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社会的多样性，增强对社会全貌的

认知，从而培养出更全面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培养社会责任感：“三下乡”社会实践不仅是一次深

入了解社会的机会，更是培养社会责任感的过程。在实践中，大

学生将会与农村居民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这不仅

能够让大学生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也能够激发他们

关爱弱势群体、关注社会问题的愿望，从而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

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

第三，锻炼实践能力：在校园里，大学生主要进行理论学习，

而社会实践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的机会。

通过“三下乡”活动，大学生能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实际问题

相结合，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能。同时，实践过

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锻炼了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应

急能力。

第四，增进人际交往能力：“三下乡”社会实践需要大学生

与陌生人建立联系，与农村居民进行交流，这对于大学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通过与不同背景的人接触，大学生

可以学会更好地倾听和理解，提高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这些能

力对于今后的职业生涯和社会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三下乡”社会实践案例总结及经验分析

（一）崀山实践活动

1. 崀山实践活动总结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赴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崀山开展

实践活动，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6 月 28 日 -29

日，湖南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赴湖南省邵阳市新

宁县崀山开展实践活动。6 月 28 日，据新宁崀山风景名胜区工作

人员介绍，崀山镇地处湘桂边界，以汉族聚居为主，与以少数民

族聚居为主的梅溪镇中心相距 13 公里，为湘桂边界多民族交流融

合之地。实践团成员先后于将军石、博物馆、天一巷等多个著名

景点进行拍摄、采风。崀山壮丽秀美的丹霞地貌景观和少数民族

民俗风情让实践团成员们流连忘返。

2. 经验分享：用实践活动弘扬民族精神

为弘扬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实践团赴崀山舜皇里研学

基地参与“走进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湖南新宁“八峒瑶山”

人、黄金瑶族乡文化站站长担任讲师。向实践团热情讲述瑶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历史渊源，以当地特色竹林为切入点，深入介

绍各类竹制乐器及傩面。实践团代表在站长的指导下切身体验瑶

族竹制乐器的魅力，现场气氛活跃。“我校 2023 年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本次来到崀山，不仅实地感受了崀山的历史人文、自

然风情，还切身体验了瑶族当地的非遗文化。”因此，根据崀山

实践活动的经验，用实践活动弘扬民族精神，具体如下：

民族文化体验：在实践活动中，安排参与者深入了解当地的

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服饰、传统习俗、民间音乐舞蹈等。通过亲

身体验，能够增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民族文化展示：利用图片、影像等展示方式，展示当地的民

族文化，让参与者通过视觉感受更好地了解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特

色。

（二）新宁一中实践活动

1. 新宁一中实践活动总结

6 月 29 日晚，实践团于新宁县第一中学开展讲座。现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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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老师们就学习共青团第十九次大会精神的感想，勉励在场学生

勤奋刻苦、钻研学习、不负青春韶华。在实践团详细解读高校资

助政策后，以刷新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的湖南科技大学“海

牛号”为例，希冀在场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勇敢逐梦。此外，湖

南科技大学团委现场资助新宁县第一中学两位高三毕业生，为他

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2. 经验分享：完善实践机制

基于新宁一中实践活动的经验，新宁一中给学生讲解爱国活

动主题，红色记忆特色内容，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实

践机制：

第一，多元化主题设计：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进一步拓展主题，

涵盖更多与学生发展和社会需求相关的内容。除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等，还可以考虑融入科技教育、环保意识、创新创业等方面

的主题，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设立专业指导团队，由

相关领域的专家、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专业团队可以根据不同主题提供深入的讲解、实践活动设计和评

估，确保活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第二，增加前期培训与准备：在实践活动开始之前，可以为

参与的大学生提供相关的培训和准备。这包括社会调研方法、社

区服务技能、跨文化沟通等方面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实践环境和任务。培训还可以加强对实践目的和意义的解释，激

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

（三）古楼乡中心小学实践活动

1. 古楼乡中心小学实践活动总结

为深入推广“中国原创绘本”阅读，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进

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2023 年 7 月，湖南科技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与韶山市

洞口古楼中心小学开展了“七彩假期”绘说筑梦支教活动，展现

和传承中华文化自信。

在实践团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实践团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古楼茶文化、红色文化、党史教育、防溺水安全教育等主题为古

楼中学学生带来了形象生动的绘本故事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创新实践中向学生

讲好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中国故事。

2. 经验分享：红色教育

在实践活动中，可以进一步拓展主题文化课，比如通过红色

文化来教育孩子爱国的品质和提升自我修养。可以设立专业指导

团队，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支持。专业团队可以根据红色文化主

题提供深入的讲解、实践活动设计和评估，确保关于小学生的实

践课堂内容的高质量，同时也让大学生能够体验乡村助教的快乐

和意义，体会奉献精神和红色文化的底蕴。

（四）邵阳洞口古楼实践活动

1. 邵阳洞口古楼实践活动总结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促进

作用，助力乡村振兴，2023 年 7 月 1 日湖南科技大学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团联动湖南科技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信达天下，

信助振兴”团队实地前往邵阳市洞口县古楼村古楼茶园及古楼茶

文化体验馆，针对茶园种类、种植环境、制作过程等问题与茶园

负责人深入交流。

实践团成员了解到当地特产贡茶，茶叶生长环境要求有机生

长，按采摘季节分为“春茶”和“秋茶”，通常春天采摘的茶叶

鲜甜嫩绿，而秋天采摘的茶叶略微苦涩。同时不同茶叶的采摘部

位也不同，而贡茶主要采摘“一芽一叶”即嫩芽被一片茶叶包裹

的状态最有价值。烈日炎炎，实践团历经 3 个小时，共采集 1 斤茶叶，

随后茶园工作人员带领实践团在茶叶制作坊体验了杀青、揉捻、

干燥等制茶步骤。

“三下乡”社会实践在大学生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要实

现更好的效果，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同时，学校、政府和社

会各界也应共同努力，为“三下乡”社会实践创造更加良好的环

境和条件。

2. 经验分享：探索多元化实践内容

基于邵阳洞口古楼实践活动学生们进行了读茶、摘茶、炒茶

和体验乡村文化的实践内容，因此根据邵阳洞口古楼实践活动的

经验，可以进一步探索以下多元化实践内容：

乡村文化传承：设计互动活动，让实践团成员与当地居民互

动交流，了解更多关于古楼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可以举办座

谈会、民俗展示等，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茶文化推广：制定茶文化体验课程，邀请专家或当地茶艺师

进行讲解，向实践团成员传授茶文化的知识和技巧。通过茶道表演、

茶艺互动等，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茶的魅力。

农产品加工体验：不仅可以体验茶叶制作过程，还可以将实

践内容扩展到其他农产品，如当地的水果、蔬菜等。通过参与加

工环节，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价值。

三、结论

三下乡团队长期坚持、努力构建以我校团、学干部为主体，

以各专业特色为主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载

体，不断充实与壮大志愿服务团队力量，丰富乡村服务形式。目前，

团队已获得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2023 年省级重点团队立项。

同时，实践团队活动深受新宁、洞口县等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被新宁县新闻联播、央视频等专题报道，并先后在农视网、中国

大学生在线、中青网等国家级媒体专题报道，构建了我校团委实

践活动服务品牌，推动赋能乡村振兴，一起助力青年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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