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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西北大学化学专业社会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实践
高瑞程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开展大学生特色实践活动是实践育人的重要抓手。西

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结合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以创

新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化学科普、禁化武履约宣传、垃圾分类调

研为主要载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展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

实践育人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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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强

调，要重视实践育人，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

受教育、长才干。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开放的

平台，为其接触社会、提升专业学习兴趣、开拓学术视野提供了

很好的锻炼机会。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化

材学院”）结合学校与自身专业特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从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担当三个维度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创新实践内容，完成社会教育和专业教育在育人中协同发

展和深度融合，达到实践育人的目的。

一、必要性与存在问题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锻炼环节，也是教

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育人

功能。目前，部分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存在“拍照式”“游玩式”“放

空式”等形式主义问题，没有真正发挥社会实践的作用。从而使

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实践目的南辕北辙，成为一些大学生认为可

有可无的环节，或者是学校强加于学生的“负担”，更有甚者对

大学生认知社会现状和实际问题产生偏差。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

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学校沿用传统的教育培养方式，忽视了实

践内容的创新，使社会实践失去活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于

指导老师的指导和实施不够严格具体，浪费学校社会实践教育资

源，影响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丰富与提升。

二、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创新

西北大学化学学科始设于 1923 年，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培养

化学专门人才的摇篮和化学科学研究中心。近年来，西北大学积

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教育思想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聚焦以生为本、改革教育模式，在课堂教学、考核模式、

实验设计、实践育人等方面大胆创新、深化改革，着力构建一流

人才培养体系。化材学院对照学校改革要求，综合考虑化学专业

学生社会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学科特点、社会热点问题及

学校特色，初步构建了以化学创新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化学科普、

禁化武履约宣传、垃圾分类调研实施为主要载体，以学生为主体

的社会实践育人模式。

（一）化学专业素养提升——化学科普进万家实践活动

在 2016 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

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17 年，学院设计了以化学科普为

主线的暑期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服务

社会，锻炼学生。

2017 年 5 月，化材学院以西北大学化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为依托成立了“化未来科普实验室”，以在校大学生为核心

参与者，以趣味化学实验为主要载体，面向陕西省各地市科普机构、

中小学，广泛开展化学科普社会实践活动。

近三年来，该项目已与西安市碑林区行知小学、西安市高新

一小、西北大学附小等三十余所中小学达成合作，通过“每天一

个科学小知识，每周一节化学实验课，每周一段科普实验视频”

帮助学校完善科普文化建设。科普活动已经走进陕西延安、安康、

榆林、铜川、渭南等 10 余个贫困县市，直接覆盖中小学生人数超

过 30000 人，并完成基础科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整体开发。在暑期

实践方面，化未来科普实验项目连续两年获得西北大学暑期社会

实践重点团队资助，项目指导教师被评为陕西省 2019 年度脱贫攻

坚暑期社会实践专项优秀指导教师。在志愿服务方面，该项目获

得西北大学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立项。团队还于 2019 年 5 月受邀登

上中央电视台《五月的鲜花》晚会舞台，为节目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常态化开展科普实践活动，取得了以下实践效果：大学

生参与实践活动积极性高涨，在实验操作、课程讲授、即兴演讲、

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等化学素养方面均有大幅提升，为后续走向

工作岗位、升学深造积累了宝贵经验；其次，大学生在深入乡村，

图 1 化学科普进万家实践活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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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小、幼学生交流过程，了解到祖国基层教育现状，培养了

志愿服务精神，树立起关注基层、服务基层的意识；而且，科普

实践活动将以化学为主的科学知识进行包装，用科普剧、趣味实

验等各类人群可接受的形式，传播到了学校、乡村、科技馆，在

学生们心中撒下科学的种子，是一种高等教育反哺义务教育的形

式创新，同时扭转了广大市民对化学偏颇的认知。

（二）化学职业道德培养——禁化武履约宣传社会实践活动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简称 OPCW）是根据 1997 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建立的。我国于 1997 年 5 月，当选为国际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

成员；并于 1998 年 11 月，成功连任为执行理事会成员。

自 2017 年策划开展禁化武履约宣传实践活动以来，学院连续

两年获得陕西省禁化武履约先进单位。2019 年 1 月 17 日，国家禁

化武办专程来西北大学调研，学院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培养禁化

武专门人才。2018 年以来，国家禁化武办每年主办履约宣传作品

征集活动，并评选两幅海报作品作为当年的主题宣传海报。学院

两位本科生分别获得 2018 年和 2019 年两个主题宣传海报之一的

荣誉。

我们通过开展系列禁化武履约宣传实践活动，使得《禁止化

学武器公约》从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逐渐被西安市大学城及“高

校圈”所熟知宣传。从一方面看，连续开展的主题宣传海报征集

活动，极大的激发了化学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成为各专业背

景大学生了解禁化武公约，交流化学知识的平台，促进了各专业

之间的交流学习；另一方面，唤起了广大市民、大中小学生，尤

其是化学相关专业学生，杜绝毒害化学品，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观，

拥有“让化学领域成就完全用于造福人类”的社会共识。

（三）大学生社会责任担当养成——垃圾分类社会实践活动

2016 年 12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9 年 6 月 3 日，习近平再次

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

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要开展广泛的教育引导

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017 年初，针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化材学院引导学生开展

有特色前瞻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化学专业在环境保护工作中

的学科优势，并确定该年的社会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是调研国内外

的垃圾分类工作，尝试创立“西大环保模式”，实现“绿色化学，

环保校园”的目标，并且逐渐走出校园，服务社会。

2017 年 7 月，化材学院选派两支调研队伍，在调研西安垃圾

处理现状的基础上，分别赴浙江杭州、丽水两市，开展垃圾处理

及分类调研。同年 10 月，在国内调研的基础上，学院再次组队赴

日本大阪府深度调研日本的垃圾分类现状及垃圾的处理方式。通

过对西安市垃圾处理现状和国内外垃圾分类先进做法进行总结，

形成了两份调研报告，进行了公开宣讲，举办座谈会 5 次，在校

园设立了回收旧电池、废旧金属制品的回收箱，这项活动得到了

西安市委书记的好评。2018 年 4 月，学院创办第一届西北大学“圾

品”文化节，在校园和家属区宣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开展校园

垃圾分类行动。

西北大学开展垃圾分类社会实践调研活动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9 年

9 月，西安市全面实行垃圾分类行动，化材学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

积极配合各级政府，为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提供高校智慧和力量。

通过对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政策的广泛宣传，强化了学生自身

的垃圾分类意识，更重要的是了解社会、了解实际，找到理论层

面和社会现状的差距，领会知行合一。同时，形式多样的宣传和

推广行动，使得大学生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系统的了解，促进学

生将现实问题和科学研究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求异创新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才能。

三、结语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针对化学学科高校大学生社会

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结合学校与专业特色，设计与学科相关

的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实践活动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

学生走出校门、省门、国门学习和锻炼。特色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

使得课堂知识传授和课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培养学生主动思考、

论证、发现问题、突破问题的综合能力。通过化学科普实践活动

提升大学生专业素质能力，通过禁化武宣传实践活动强化大学生

化学职业道德养成，通过垃圾分类实践活动明确大学生社会责任

担当，从专业能力、职业道德和社会担当三个维度完成社会教育

和专业教育在育人中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社会实践活动为同学

们打开一扇窗口，达到实践育人效果，服务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对同类高校化学专业开展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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