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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不同于综合

性大学或本科院校，其人才培养更注重实践性和应用型，因此

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直接关系到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养和

就业竞争力。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培养应以兴趣为导向，以专

业为纽带开展各项集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文化性、创

新性于一体的校园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和第

二课堂[1 ]，因此以特色社团建设为突破口，借鉴国内外经验，

将学生素质教育和教学研究结合，寻求特色的教育模式，对于

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1  高职院校社团的现状分析

1.1通过相关调研，我们发现现有的学生社团分为文化娱乐

型社团、科技知识型社团、体育型社团、社会服务型社团等，

覆盖理工、文史、艺术、体育等学科。目前，在大学校园中

尤其是高职院校中结合专业特色，以培养各种专业技能为主的专

业技能型社团日趋活跃[3]。

1.2 近年来，学生社团发展遇到瓶颈，学生社团的状况良

莠不齐。有些社团规模大，自身建设完善，发展空间很大而有

些社团却逐渐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号召力，发展空间日益

萎缩。主要问题包括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力度不大，学生社团自

身管理不善，指导教师亲自参加社团活动的次数不多，对学生社

团的监督不够，学生社团发展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不足。

2  专业技能型社团创新发展的实践研究

2.1准入和准出机制

由于高职院校学生社团一般是在个人兴趣与爱好的基础上，

由学生自发成立的组织，准入和准出制度化的意识比较淡薄，通

过课题研究制定社团的准入制度和退出制度；

2.2日常运行机制

传统意义的大学生社团主要在于丰富学生的大学生活，缺乏

系统的培训和运行机制。以“引导先进文化，培养创新精神，提

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使命开展学生社团活动将有效增强高职院校

学生社团的运行效率；

2.3制度考核机制

指导教师和社团骨干职责考核制度运行力度的加大，引入社

团运行的创新机制，以此为基准制定符合工作实践的制度机制；

2.4激励机制

保持高职院校学生社团的活力和社团的创新性，制定相应的

激励政策机制，促进社团的长效发展；

2.5保障机制

利用现有软件硬件资源开展社团活动实行资源共享，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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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层面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

3  专业技能型社团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体现国际化办学理念，整合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引

进他国先进经验理念。构建一个由专业学习平台、社会实践平

台、交流互通平台的教育平台，形成以专业知识为中心强化相

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同时培养人才综合素质为目的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

本研究以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依托学生社团这一校

园文化的主要载体将素质教育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高职院校的

社团尤其是专业技能型社团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具有广泛性、

多样性等特征，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学校

发展和人才培养中越来越彰显其价值和作用，以其明显优势成为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4]。从发挥学生社团的教育载体优势为

切入点,依托学院相关平台，充分发挥高校学生主体特色，调动

学院系部各项资源优势，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开拓新视角，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通过特殊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的新模式。学生社团的创新培养模式成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的另一新举措和大学生创业氛围营造的良性驱动力,为高职院校创

业教育研究注入新的理念和思路，为素质教育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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