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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背景下的大学生“三下乡”育人功能 
——以攀枝花学院为例 

吴军华 

（攀枝花学院  617000) 

摘要：“三下乡”社会实践是高校育人的重要环节，具有政治思想教育、专业能力实践与创新、适应社会能力、其它综合素质
提升等功能，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应是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目前社会和高校的期望和“三下乡”育人功能发挥的实际存在偏差，高
校 “三下乡”应坚持政治引领，完善三下乡的形式和内容，提高“三下乡”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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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课，既

是高校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当担，同时也是推动学生素质教育，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等多个重要场所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思政课的意义，同时提
出“大思政课”的要求。2019 年 3 月 18 日，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强调了应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
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时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
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
社会生活中来讲”。 这为办好“大思政课”与“三下乡”实践活动
指明了方向。 

大学生“三下乡” 活动始于 1996 年，由，中央宣传部、国家
科委等十部委联合组织，由各个高校利用暑假具体开展，是思想政
治教育非常重要的一课。现有研究表明“三下乡”的育人功能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二是应
用和提升专业素质，三是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本研究主要把“三下乡”的育人功能概括为四个维度，两个层次：
政治思想教育、专业能力实践与创新、适应社会能力、其它综合素
质提升；层次上则可以划分为学生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 

一、“大思政课”对大学生“三下乡”育人功能的要求 

(一)“三下乡”育人的指导思想 
行动是在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正确的行动和道路必须在坚定的

思想指导下开展。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民主
义时期就具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在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三下乡”社会实践是高校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环节，促进广大学子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在观察实践中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三下乡”社会实践必须坚持从思想政治引领出发
设计开展活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的指引下，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
靠接班人，。 

（二）“三下乡”的育人目标 
习近平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
斗之中。 

二、大学生“三下乡”育人功能的发挥 

为了解大学生“三下乡”育人功能发挥的现状，本研究以地方
本科院校攀枝花学院为样本进行了考察。对大学生群体，因为涉及
人数较多，为节约成本，避免主观偏见，因此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开
展，主要通过对大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对“三下乡”实践的认识、
对“三下乡”育人功能的评价等三个方面调查，共调查对像 315 人。
同时为了更直观的了解“三下乡”的育人功能发挥的现状，还对“三

下乡”的实践带队教师以及实践基地的负责人员及群众进行了调
研。 

各高校历来重视三下乡社会实践，以攀枝花学院为例，连续多
年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学院
仍然创新形式，开展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实践活动。2021 年学校
共组织 48 支集中实践团队，实践形式多样包括志愿服务、课题调
研、实地考察、人物专访等多种形式，足迹遍及 13 省 31 市，形成
1313 篇日志、1366 张图片、119 个视频、12.4 万字的实践记录。实
践注重点面结合，集中与分散并举，除 48 支集中实践团队外，以
“返家乡”为契机，提高活动的融合度，形成广泛化的工作格局，
要求其余所有 2019 级的所有同学都应参加社会实践。 

攀枝花学院特别重视“三下乡”社会实践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的表明，“三下乡”社
会实践的首要目的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 

攀枝花学院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 “三下乡”
行动要求。根据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实际，有强烈的家国情感但意
志坚定不足，学校为了更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三下乡”
社会实践，入脑、入心，入行，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责任与历史使
命，明确提出，“三下乡”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全面打
造“自律攀大人”文化品牌。 

三、提升大学生“三下乡”育人功能的对策 

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的育人的四个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相
互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但又各自独立，居于首要作用的功能
始终应是思政教育。在实践中适应社会的功能过于明显则会引影响
思政教育功能的发挥，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应正视这一问题。
一方面我们应坚信“三下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阵地，大学生思想虽逐渐形成并趋于形成阶段，但并未真正成熟，
他们思想上仍然面临很多迷茫和困惑，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和老师
的引领提高他们的视野和思辨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对我们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提出了挑战，我们应正视一问题，更加注重实践的
内容和形式，提高“三下乡”思政方面育人功能。 

“三下乡”必须以理论学习导向。以实践活动促进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宣传。
广泛开展以党史学习为重点的“四史”学习、宣传教育，结合每年
的重大活动，因地制宜确定学习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通过历
史的洗礼，了解我们党和国家曾经遇到的艰难险阻、身临其境的感
受我们党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提高广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理论认
识水平，坚定大学生时代使命和不忘初心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通
过对基层的走访，考察国情，见证我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认识
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状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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