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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案书

案 名
立足育人本色、紧抓时代潮流、丰富评比机制、创新实践形式、

深化大学生三下乡

提案人

信 息

姓 名 许棚钊 所在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联系方式 17863130327

案由

高校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载体，经过发展我省已然形成了具备山东特色的实践育人平

台。与此同时，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高校对“三

下乡”活动的认识有表面化和功利化的不良倾向；大学生参加

“三下乡”活动的科学性和系统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改善和提

高；“三下乡”活动的连续性不够，没有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和

活动品牌。此外，实用性不高、参与面不广、考评机制不够科

学等因素也是影响深化“三下乡”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

方案

1、立足育人本色，建章立制，推动长效化

“三下乡”实践活动是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奉献社

会的一大法宝，高校应该立足育人本色，健全工作机制，将“三

下乡”活动纳入到教学计划中，规范运作程序，做到前期培训、

中期监督、后期评定等，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不断地完

备和更新，通过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大学生的“三下乡”

活动才能逐渐地趋向良性的发展轨道。

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形成对“ 三下乡”活动立体化的

宣传格局,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 三下乡” 活动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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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氛围,引导学生自觉、自愿参与到“三下乡”实践活动中来，

壮大“三下乡”队伍，为“三下乡”活动的更好开展营造良好

的氛围与环境。

以实际提高学生“三下乡”实践能力为出发点，提高学生

的参与仪式感，建立专项划拨、社会捐助、企业赞助、自行筹

集和个人出资相结合的“ 三下乡” 经费多渠道筹措机制，增

加“三下乡”实践活动的投入。通过社会实践选修课、专题讲

座、骨干培训等形式,就拍摄图片、撰写报告、发表新闻、礼仪

交流等方面的实践能力进行系统培训，端正大学生参加“ 三

下乡” 活动的态度。

建立专属实践平台，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将“三下乡”的

先进经验和典型事件进行及时上报，便于交流和推广。同时，

“三下乡”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及时做好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的各项总结工作，以巩固“三下乡”的各项成果。

2、紧抓时代潮流，精心组织，坚持专业化

高校组织者应坚持把“三下乡”活动与落实党和国家的各

项基本政策结合起来，敏锐地观察时代潮流，紧抓当今热点，

在坚持完善和不断创新的前提下，丰富实践内容，努力提高大

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实际成效。

高校要加强指导老师的选聘，在专业知识领域给予实践队

指导，做好实践的专业化。同时，要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 对

于面上工作, 要把活动主题、方法和要求交待清楚,对学生提出

明确要求，如办一件有意义的事，提一条合理化的建议，交一

份有价值的报告。对于点上工作，应派专业教师参与, 提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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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另外，要严格执行安全预案制度、责任

人制度、值班制度和报告制度, 通过制定签定责任书和购买保

险等形式，确保师生安全。

3、丰富评比机制，严格考核，实现科学化

高校要结合学生参加活动的态度、准备情况、活动中表现

及活动后上交材料的情况, 制订科学、规范的“三下乡”活动

考核制度。健全组织单位、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三位一体”

的考核形式, 由实践单位作出鉴定, 由指导教师和组织单位写

出评语, 进行成绩评定。高校应积极推行社会实践合格证书制

度, 将“三下乡”活动考评结果计入素质拓展证书和学生档案。

高校团委要及时会同宣传部、学生处、科技处等部门, 通过报

告会、图片展、座谈会、青年论坛、演讲比赛等, 深化育人效

果；要组织力量对“三下乡”活动形成的调查报告、咨询建议

等理论成果进行评审。

4、创新实践形式，建设基地，促进项目化

目前一部分实践对象呈现出“实践单位年年找，年年丢，

没有形成持续的影响力和活动品牌”的现象，学生需要花费大

量的精力去联系实践单位，同时也会浪费实践精力，从而造成

形式创新不足等问题。基地是“ 三下乡” 活动工作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条件，高校可以充分发挥学科与专业优势, 广泛建立

一批相对稳定的“三下乡”活动基地。同时建立回访机制, 通

过网络、电话等形式强化与实践单位的交流，通过签订协议或

定期开展活动加强双方的沟通，从而促进“三下乡”实践活动

的项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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