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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 信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团文化育人功能分析
傅浩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句容 212400

【摘  要】:高校学生社团文化作为我国高校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促进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心、提高综合素质等都具

有积极意义。因此，本文重点剖析了高校学生社团文化育人功能的现状，并根据现状明确在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可通过完

善学生社团文化建设、做好学生骨干选拔工作、组建地方特色社团文化活动等积极举措，有效推动学生社团发挥文化育人

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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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引领和教育学生坚守文明信念、促进文明创

造的主要阵地。学生社团是指高校为让学生适应发展需

求，根据兴趣爱好等特点，在学校党组织和团委的指导

下，自发组建的学生组织，该组织具备着思想性、知识性、

艺术性和多元化等特征。高校内的学生社团作为社会主

义高校文明建设的主要载体，其发展方向积极正确、健

康向上，且具备格调高雅、形式充实多样化活动的特点，

有利于充实学生的生活，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文化信心，

进一步提高素养水平，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发展。

1 高校学生社团文化育人现状分析
由于学生的爱好丰富多样，故个性化教育学生社团

逐渐兴起，对学生社团构成巨大打击，学生社团内部的

利益争夺也越来越强烈。高校的学生社团建立与发展状

况、社团文化育人的成效均不尽人意。

1.1学生社团文化建设缺失

近年来，高校将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工作重心逐渐变

为建立和健全有关规章制度上，如对学生社团的组建、

备案登记、各项活动管理制度、考核机制等。但是，在

学生社团的文化发展建设方面、学生社团文化发展教育

成效等方面缺少有效的引导。许多学生社团在运作过程

中，存在高度自主和随意性，既没有明确具体的发展目

标、长远的发展计划，更没有对社团文化的培养、积累、

传播与弘扬。学生社团在策划和举办活动时，更加重视

活动形式、活动的吸引性与深远影响 ,而忽略了社会活

动中蕴涵的社团文化的传递与推广，致使社会活动主办

方和参加者仅滞留在对社团活动自身的感受上，而不能

激发出社团文化教育所需要的社会效益。

1.2学生社团发展缺少有效引领

高校学生社团作为“一心双环”团学组织格局中学

生社团的扩展与延续，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角色也

十分关键。但是，在学生社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并不

受学校重视，存在指导能力不足、社会活动场地受限、

社会活动经费不足、社会活动成效不佳等问题。而社团

内的指导老师，往往只是从事着对学生社团的日常生活

管理与社会活动具体实施引导等工作，无法引导学校学

生社团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与壮大，更不能开展具有社

会教育意义的学生社团实践活动。活动场所有限、社会

活动经费不足等现实问题极大影响了学生社团活动的规

模、社会影响和效益。长此以往，不仅影响了学生社团

干事的勇气、成员的激情，还挫伤学生的活动积极性，

导致学生社团逐渐失去了活力。

1.3学生社团活动质量不高

形式各异的教育活动是高校学生社团的主体组成形

态，不仅是学生社团多种功能实现的主要渠道，还是学

校对学生社团开展评价考核工作的重点。所以，积极发

展学生社团教育活动就十分关键。但是，许多社团只在

乎教育活动开展的总量，护士社会组织教育活动的品质，

单纯为教育活动目的而进行活动，刻意迎合社会热点，

标新立异。此种情况不仅背离了学生社团蓬勃发展的宗

旨，还无法实现学生社团优秀文化对学生的培养。部分

学生社团负责人鲜少参与学校培训 ,教育历练缺乏、创

新能力欠缺。许多社团活动都是为了延续与继承的教育

活动，未能及时跟进现代潮流，贴合学校特色 ,没有特

色亮点，没有人文底蕴，就无法产生优质的学生社团文

化品牌教育活动。

1.4优秀文化传承不足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

出，学生社团要举办丰富多样化的课外活动，积极做好

中华优秀文化校园培育活动。高校是中华文化教育继承

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战场。学生社团是中国高校学习、推广、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但文化育人功能下的学

生社团从近年来开始流行，由于存在时期太短、学生社

团的自我发展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学生社团活动形式多

样化但内容欠缺、社会认可度高但参与度较少、缺乏学

科引导与经费保障、弘扬地域特色但传承文化不足等问

题。

2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团文化育人功能的策
略

2.1完善学生社团制度，加强社团文化建设

首先，高校要制定适应高校教育目标、地方文化特

点的学生社团发展计划，并确定了学生社团发展应当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发展，并进行了顶层设计。其次，

高校要建立科学、切实可行的管理体系，规范学生社团

的设置，进一步规范学生社团审核机制。学生社团形成

科学客观的评估考核机制，保证社团考核工作有章可循、

有章可循，选树良好典范 ,并积极引导学生社团充分发

挥社会教育功效。最后，要主动指导学生社团做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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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积极培养社团文化，并引导学生社团举办内

容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学生社团成员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深对校园文化精髓的感悟，提升

人文自信，进一步发挥学生社团文化教育功效。

2.2进行学生社团指导老师选拔和社团干事招聘

想要建立学生社团指导师资选拔激励机制，需根据

个人申报、团体建议、双方选拔的原则，合理设置指导

师资库。同时，将指导师资列入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

队伍的培养规划，以完善了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选激励

度。高校需从思维政治素养、成绩、组织才能等方面积

极推荐遴选学生社团责任人，完善对学生社团核心骨干

的考核管理机制，以促进学生社团核心骨干积极为学社

健康发展提供服务、为社团组织社员成长助推器，并通

过学社的各项工作探索与活动提升整体素质、增强领导

能力。

2.3建立富有校园、区域特点的学生社团

高校学生社团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类、专业科技类、

科技创业类、人文学与体育专业、志愿社会公益类、自

律互助类及其他专业类型。学生社团的活动多根据着社

团本性和特色。但是，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发现。传统学

生社团品牌逐渐成熟，想要创新社团的活动需结合高校

办学特点和地域特色，融合创新的传播、组织等方法，

进一步充实传承文化活动内容，逐渐建立品牌。以高等

高校为例，想要弘扬劳模奉献精神、匠人精神、创业精神，

厚植工匠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高校的学生社团

要具有职业特色，要深刻领会匠人精髓，将匠人文化精髓、

行业文化、企业文化、文化精神、当地特色的优良传承

历史文化等有机融合一起，在学生社团中营造浓郁的匠

人文化氛围，形成富有高校特点、当地文化特点的学生

社团文化发展品牌。

结束语
高等院校学生社团文化发展工程 ,是学校协会长期

健康、不断发展壮大、保持生命力的最有效保障 ,是高

等院校学员在社团活动中积极接受素质教育、提高领导

才干、增强创新能力的主要抓手。高校学生通过主动开

展学校社会组织文化建设交流活动 ,逐步掌握和理解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导向的学校社会组织文化建设 ,进而

提升人文自信 ,进而坚定理想信念。

参考文献 :

[1]杨蓉 .高校生文化自信培育融入高校学生社团改革全过程探索 [J].东华高校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20(03):290-

293.

[2]姚悦 ,潘燕 ,崔勇 .欣赏式探询 :提升高职社团文化育人功能的新方法 [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19(04):25- 

27+31.

[3]李之团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社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J].教育观察 ,2019,8(35):33-35.

[4]黄丽静 .高校生社团文化自信的培育——以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17(03):135-139.

作者简介：傅浩兰（1984年 09月 -），男，汉，江苏镇江人，本科，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校园文化建设

课题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依托校园社团平台，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的路径研究（2019SJB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