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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地方高校艺术类大学生“三下乡”实

践育人研究 
汪亚云 

（吉首大学）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作为

地方高校的艺术类学院，积极组织学生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投身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浪潮中。本文从“三下乡”的内容和特

点介绍了地方高校艺术类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育人的现状，从学生、高校、社会三个层面分析了“三下乡”实践育人的实效，并

指出其中存在学生对“三下乡”的参与度不够、团队所得到的支持不够、实践育人成效不显著等问题，通过分析原因，提出可通过

建立实践育人长效机制、加强专业教师的指导、健全志愿服务奖励体系、设立实践育人专项经费、建立长期实践基地、总结成功经

验、加强宣传力度等方面着手提升“三下乡”实践育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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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社

会服务是高校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作为地

方高校的艺术类学院，是湖南西部及武陵山片区办学最早、实力最

强的音乐舞蹈领域人才培养的摇篮，秉承“崇德尚艺，传承创新”

的院训，坚持“学术相长，立艺立人”的办学理念，旨在培养信仰

坚定、素质全面、敢于创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学院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要求，整合各方资源，积极组织学院学生通过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达

到实践育人的成效。 

一、“三下乡”实践育人现状 

每年暑假，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都会参加由吉首大学团委组

织的校级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负责艺术文艺服务的内容。从

2019 年 7 月开始，音乐舞蹈学院根据学院和相关政府的需求，成立

了音舞之声志愿服务团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默戎镇

翁草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一）“三下乡”的内容 

第一，普及艺术教育。学校、学院暑期“三下乡”的地点多为

湘西本地或武陵山片区的贫困偏远村镇，当地学生所受的艺术教育

有限，能享受的艺术资源有限。通过前期调查，学院学生们积极整

理艺术资源、准备教学素材，将艺术课堂带到社会实践的地点（矮

寨联团村、保靖新码村、古丈翁草村、贵州江口村等），进行艺术

教育，普及音乐舞蹈知识，播撒美育种子，让看似遥不可及的艺术

以支教的形式走进寻常村寨。 

第二，开展调查研究。古丈县翁草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山

村，全村共 6 个村民小组 214 户 844 人。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已

脱贫 18 户 99 人。调研组的志愿者们共走访调研 106 户人家，对其

村情、旅游业发展情况、传统文化（苗歌、苗绣、婚俗、苗拳、苗

鼓）传承发展情况、教育现状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形成了《翁草村

苗绣的传承与发展》、《关于翁草村旅游业该如何发展的报告》、《关

于苗歌的调研报告》、《传统文化发展视角下经济文化扶贫政策的重

要性——古丈县翁草村调查报告》等 8 篇调研报告。 

第三，编排艺术作品。一档综艺节目的宣传使得翁草村的旅游

业成为除农业、种植业外的第三产业。根据其发展需要，学院学生

运用专业舞蹈知识，整合苗寨特色艺术资源，为苗寨乡亲教授迎宾

鼓，编排采茶舞和彩带舞等文艺节目，用音乐和舞蹈给寨子带去艺

术活力。这些节目都是用于乡村迎宾晚会上的演出，不仅传承了苗

族文化，也推动翁草苗寨的旅游开发，客观上为乡村艺术文化发展

做贡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二）三下乡的特点 

第一，对口帮扶。团队指导老师通过前期调研、协调，充分了

解服务对象的需求，按需组队，配备优质的服务人才，注重突出专

业特色。第二，充分准备。团队学生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准备好

基本素材，并深入当地百姓中，对其已有的艺术资源进行挖掘和整

合，呈现最好的作品。第三，全程指导。团队配备了专业指导老师，

一方面指导学生全面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一方面指导他们完

成艺术作品的创编，保证了团队的安全和作品的质量。 

二、三下乡育人实效 

周雯（2019）指出，“三下乡”活动是高校诸多社会实践教学

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景耀强（2018）认为，“三下乡”活动，

是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具有特色的实践育人

方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参与“三下乡”更加有利于他们

的成长与发展。从学生、高校和社会三个层面来看，地方高校艺术

类大学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产生了突出的育人实效。 

第一，学生层面。一方面，学生的思想政治受到洗礼。艺术类

大学生具有较鲜明的特性，“三下乡”社会实践紧密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责任感、民族感情、

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通过实践，课堂

理论得到了印证和转化，学生进一步增强了学习兴趣、激发了创作

灵感、提升了专业技能；同时，学生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交际

能力、操作能力、主动思考能力、分析总结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 

第二，高校层面。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从第一课堂转向

第二课堂，有利于学校学院进一步推进“三全育人”，加强艺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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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大思政观”融入术科专业实践体系

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需要人

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

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通过实践，师生汲取了民

族艺术的养分，极大充实了第一课堂教学，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创作

源泉。 

第三，社会层面。其一，有利于本土民族艺术的传承。学院的

“三下乡”社会实践地点均在当地少数民族村寨，通过编排民族艺

术元素丰富的健身操、《采茶舞》、《彩带舞》、迎宾鼓，通过对服务

对象所在地的民族艺术资源的调研，本土民族艺术得以传承，为高

校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其二，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

推进。高校艺术生的社会实践带来了优秀的人才和艺术资源，有利

于当地艺术资源的整合开发，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艺术指

导，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助力。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一，艺术类大学生对“三下乡”的参与度不够。从实际来看，

95 后艺术类大学生普遍对于“三下乡”社会实践的认识不够、兴趣

缺乏，真正参与到实践中的同学只占全院学生的很小一部分，这就

使得优质资源的遴选受到了限制，可能会影响实践成果的质量。 

黄钰晶、冯基聪（2017）认为 95 后艺术生具有政治信仰认识

模糊、以自我为中心、重技法轻理论、易受社会浮躁风气影响等特

点。因此，他们对于此类公益性实践项目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而实践内容的相对单一也影响了学生加入其中的兴趣。 

第二，团队所得到的支持不够。一方面，专业教师的参与度不

高。在对接、组织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辅导员老师独当一面，专业

教师未全程参与其中，仅在活动中期给予一定的指导，这降低了实

践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当地政府仅

在接洽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需求，对于团队的住宿、场地、人员组

织等方面做得不够，未提供相应的保障。 

学院层面的不够重视是导致专业教师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从

整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学院还未将实践教学等第二课堂的比重

提升到与第一课堂比肩的位置。实践育人体系的不健全也导致对专

业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不高。从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关注更

多的是如何快速实现乡村振兴这一比较现实的目标，而对“三下乡”

社会实践及其长效育人机制认识不全面，加上学院方面与之沟通不

够，共同导致了目前的局面。 

第三，实践育人成效不显著。时长太短、经验不足、经费欠缺

等是造成实践育人成效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

目前学院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的时间是一周左右，基本上能

够完成既定的实践目标，但除此之外的成果甚微。学院以艺术类实

践为主要内容组团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的经验太少，可借鉴的

经验不足，出现的问题缺少参考，客观上会影响育人成效。学院暂

未设立“三下乡”社会实践专项经费，学校能给的支援有限，加上

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欠缺，有限的经费能支撑的活动时长相当有

限。 

（二）提升“三下乡”育人成效的对策 

要提升“三下乡”实践育人的成效，学校学院层面可以从建立

实践育人长效机制、加强专业教师的指导、健全志愿服务奖励体系、

设立实践育人专项经费、建立长期实践基地、总结成功经验、加强

宣传力度等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实践育人长效机制。2017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了构建“党委统筹部署、政府扎实推

动、社会广泛参与、高校着力实施”的实践育人协同体系。学校学

院应从人才培养方案入手，提升实践育人等第二课堂的地位，合理

规划，建立实践育人长效机制，为“三下乡”等社会实践的实施提

供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加强专业教师的指导。实践育人既是第二课堂，自然少

不了专业教师的指导。将专业教师纳入实践育人体系中，建立考核

机制的同时强化奖励措施，畅通教师的晋升渠道，让专业教师在指

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无后顾之忧。同时，鼓励专业教师通过“三下

乡”等社会实践走进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创作养分，紧跟时代

步伐，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人民的优秀文艺作品。 

第三，健全志愿服务奖励制度。艺术类大学生对“三下乡”社

会实践的参与度不够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实践的认识有所欠缺，思

想觉悟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志愿服务奖励机制的不健全也让部分

不坚定的学生持观望态度。健全志愿服务奖励制度，将志愿服务成

果认定纳入第二课堂考核体系中，保障参与“三下乡”等社会实践

的学生权益。 

此外，活动结束后总结实践育人的成功经验、召开经验分享会，

对实践成果进行及时、有效宣传都能起到提升“三下乡”实践育人

成效的作用。 

1996 年 12 月，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农业部、文化部等十

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

并从 1997 年开始正式实施，距今已二十几年。“三全育人”、实践

育人等理念提出后，经过各方努力，“三下乡”等社会实践的育人

成效更加显著。鼓励那些立志成为信仰坚定、素质全面、敢于创新

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地方高校艺术类大学生加入其中，为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光热，意义重大。诚然，地方高校艺术类

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育人还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学生、高校、

社会等多方联动，该体系会日臻完善并惠及越来越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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