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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德育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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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实践德育教育应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文针对其进行详

细化阐释，包括其的必要性、现状和优化措施。 

关键词：高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德育教育；必要性；现状；优化措

施 

 

 

前言： 
道德素养是个体在社会中的立身之本，在大学阶段进行德育

教育是有必要的，而社会实践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方式。 
1 社会实践活动在德育教育中的必要性 
1.1 认识社会，体谅他人 
受国家多年生育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的影响，当代大学

生群体自小生活条件都较好，且大多都没有兄弟姐妹，心中自我
理念较强，高校进行社会实践开展，可让学生认识与了解社会构
成、国家现状、人民生活方式等，从而生出对祖国、人民同胞的
同理心。 

1.2 个人价值社会化，自身利益祖国化 
大学时代是学生人格养成、世界观建立、价值取向成型、人

生目标确立的重要阶段，高校应在该时期对学生积极地进行社会
实践活动开展，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认识到个
人价值实现应是社会发展的助力，国家的强盛便是人民的无上光
荣。 

1.3 人格养成，提升品德 
社会实践内容本应是多种多样的，就专业实践而言，在实践

中，学生不仅可对自身专业进行全面深入认识与理解，在应用专
业知识的过程中，获得解决专业难题的能力，还可令学生领悟到
行事做人的原则与理念，进而充实自身品德素养，形成良好的品
质[1]。 

2 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德育教育现状 
2.1 形式大于内容 
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在专家与学者的讨论中，制定出多式多

样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类型，从表面上来看，各大高校对类型
的执行还算全面，但细细观察，可得到大多的社会实践都是形式
大于内容。 

2.2 德育全面性不足 
一方面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形式不全面，即高校在进行实践活

动开展时，只进行学业方面和国家标准要求方面的实践活动，如
军训、专业实习等。在期初学生教育规划时，并不进行其他有趣
形式的实践活动，如登山、山区助学等，不利于学生道德培养的
全面性。 

2.3 德育过程连续性不强 
高校在进行实践活动安排时，对类型安排与时间安排都不进

行科学化、合理化的论证。课外实践可能就仅仅只有几个小时，
次数也可能是一学期或一学年一次，在这短时间、间断性的实践
活动中，学生道德教育根本不能实现。 

2.4 德育功能不足 
大学时期，学生参加的几乎都是学校、企业组织的技能应用

活动，更少有互帮互扶、亲近自然的专注于道德培养性质的校内、
校外实践活动，同时在专业实践活动中，也应有道德元素的混合，
注重学生的道德教育。 

3 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德育教育的优化措施 
3.1 增多自然性社会实践活动 
学生德育本来也不应拘泥于课堂教学，这是教育界的共识，

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可进行更深度的道德教育培育。况且，根据长
期观察与具体调查可知，在课堂方式选择上，学生更倾向于社会

实践活动，但前提是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具有多样性与趣味性。自
然是我们的孕育者，如母亲一般，地泽万物。尊重自然、保护自
然是每个生活个体最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而对自然的爱意是不能
通过书中的图片与文字而得到，只有通过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
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将这种爱意激活。亲近自然实践活动也应以多
形式的方式开展，不能仅限于观察自然活动，简单的与自然发生
交流，应使自己去深入地走进自然世界，如登山、攀岩等，在这
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感受自然大地的成长魅力。整体自然能够带给
人巨大的震撼力，当你在高处俯视地域自然全貌时，你会感到自
身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2]。高校应拓展社会实践活动，多进行自
然属性的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的陶冶下，培养出高尚的情
操，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3.2 加强学生德育教育的主体性 
高校在进行社会实践开展时，应将学生架设到实践主体的地

位，并对其辅之自身的影响，进行学生的德育教育。大多学生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时都只能跟随学校的意志进行针对性不强的具
体实践活动，学校要求凌驾与学生需求之上，参加形式的受限性
也很强。即使，在允许学生进行实际设计时，时间与内容形式上
也有不少规矩，如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不能去危险性较高的地方、
不能与相对陌生的人进行交流等，最终学生也就只能进行一些传
统老旧的社会实践，如创业、自行实习、打工等。高校在进行社
会实践活动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学生需求，对会产生德育效果进
行研究，不断开展符合学生特点、需求与具有较强德育效果的实
践活动。 

3.3 增多公益性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水平 
公益性社会实践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有效、优良形

式。公益行为是在具备良好道德的前提下才可能被人实施，它自
身的属性便是道德行为，其本质就是培养学生乐意助人、诚实有
信、无私奉献、国家利益至上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的
道德理念。通过公益性社会实践，使得学生在传达友好的同时也
收获友好，从而进行自身道德素质提高[2]。高校在进行德育教育
时应将公益性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培养方式的最优选，极大地进行
德育教育培养。 

3.4 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道德教育针对性 
高校在进行社会实践德育教育时，应进行不同学生类别不同

教育形式对待，对个体的道德缺失进行针对化补足。阶段不同，
道德教育方式就不能完全照搬，如大四学生就不能进行长期、频
繁的非专业化实践活动等。 

结语 
高校社会实践要进行多方位的设计与系统化的实施，才能真

正的发挥其在德育教育中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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