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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践育人对策探析 
◆吴  仪 

（景德镇陶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实践育人是十大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立德树人

的重要阵地，要切实做好实践育人工作。本文从高校实践育人的重要性

出发，分析高校实践育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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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主要详细规划了“课
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
等十大育人体系的实施内容、载体、路径和方法。提出要扎实推
进实践育人，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整合各类实践资
源，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教育引导师
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 

一、实践育人的价值意蕴 
一方面，对于高校而言，实践育人理念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

要环节，是全面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加强和改进
实践育人工作，建立完善的实践育人体系，有助于高校提升教学
质量，实现教育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与
创新型人才。[1]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由于社会分工结构的转变，
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的运转对于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于大学
生而言，大学四年不仅要学习好理论知识，也要培养自身的实践
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多元化的分工结构，满足社会对于高素
质人才的需求。 

二、高校实践育人存在的问题 
1.实践育人资源不足 
当前高校的实践活动主要分为创新创业类、志愿服务类、社

会调查类、科技文化类等，包括创新创业大赛、学科竞赛、暑期
社会实践、勤工助学、毕业实习等，虽然种类较多，内容丰富，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实践活动主要集中于校内实践，
校外的实践资源和平台较少，且实践活动缺乏学校特色，内容较
为宽泛。从学生的现实需求看，学生希望能有更多外出实践的机
会，希望通过外出实践锻炼自己的能力。 

2.实践育人师资力量不足 
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生会、学生社团、毕业实习等渠道参加

实践活动，而在参加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学校师资力量不足，
没有配备专职老师对学生进行指导，由于缺乏相应的指导，学生
参与实践活动往往呈现出比较盲目的状态，对于自己参加活动的
意义不明确。 

3.实践育人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高校在实践育人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但实践育人的效果发

挥不足，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实践育人机制不完善，一方面，虽
然高校对于实践活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对于
实践活动开展的成效如何，实践活动的育人效果发挥得怎么样缺
乏评价机制，亦或是有评价机制，但评价机制不够细化、不够完
善、可操作性较低，这就会导致实践活动的效果不明确，难以总
结实践育人过程中取得的成效，难以全面发现实践育人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三、高校实践育人的对策探析 
1.挖掘实践育人资源  
高校一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大学

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好科研机构、企业、社区
等实践基地，与企业和科研基地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
的人才培养模式，利用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平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

会，同时也为科研机构或者企业输送人才，满足双方需求；另一
方面要与学校周边的社区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开展社区服务，如
进社区开展政策宣讲、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在这一过程中能够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增强学生的服务意识，在潜移默化
中增强学生的奉献精神，实现育人效果。 

二是要挖掘体现学校特色的育人资源，对于坐落在革命老区
的学校，要充分挖掘红色教育资源，带领学生去红色教育基地进
行理论学习，为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提供服务，如担任
讲解员、志愿者导游等；对于坐落在科技中心城市的高校则要多
引导学生走进企业，与企业合作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笔者所在的
学校坐落于“世界瓷都”——景德镇，学校利用当地的陶瓷文化
特色，开展与陶瓷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服务当地产业发展。 

2.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建设 
高校一方面要加强实践育人队伍建设，对相关领域的教师进

行培训，另一方面要利用好校友这一资源，许多优秀的校友在自
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母
校持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也愿意为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高
校要建立在校生与校友联系的纽带，邀请校友进校园开展实践经
验交流分享会，或者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与在校生进行沟通，亦
或是与校友企业开展合作，引导学生去校友工作的企业实习，在
实习的过程中感受企业文化，学习工作方法，积累为人处世的经
验，利用校友的力量发挥实践活动的育人作用。 

3.完善实践育人评价机制 
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实践的最终成果，更要发现和发展学生

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
调节和激发学生对实践学习的热情。[2]要充分发挥好实践育人的
作用，必须建立细化、完善、可操作性强的评价机制，以内容为
标准将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细分，制定考核细则，对于不同类型
的活动制定不同的考核细则，对实践活动有的放矢地进行评价，
同时要对学生进行调查，对于每一个活动学生从中学到了哪些技
能，提升了哪些能力进行归类整理，对于学生反馈的不足之处进
行详细记录，了解实践活动存在的不足，同时总结做得好的经验，
为今后开展类似的活动提供经验借鉴。 

4.发挥实践育人与文化育人的合力 
实践活动往往离不开文化，高校在开展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一方面，要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如：暑期社会实践时组
织学生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引导学生学习历史，了解我
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奋斗史；另一方面要融入校
园文化，体现校园文化特色，将校训精神融入实践活动中；在学
生赴企业实践的过程中，要发挥企业文化对于学生的熏陶作用。 

四、结语 
实践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充

分认识到实践育人的重要性，从资源投入、队伍建设和评价机制
等方面入手，提升实践育人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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