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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思想启示下的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改革研究 

——以“中国社会实践”课程改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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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服务社会”与“创新创业教育”是威斯康星思想的核心理念，更是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的灵魂所在。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主，通过社会活动、学科竞赛、实践调

研等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将“高校—师生—社会”等多方利益紧密结合，构

建多元共赢的实践教学新体系。以“中国社会实践”课程改革为例，课程以威斯康星思想为启示，构

建出“纵向教学”与“横向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并对传统的实习鉴定考核模式进行了优化。

课程将学科竞赛作为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试金石，并将项目策划全面融入实践教学内容，打造出高校

社会实践课程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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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 年，习近平

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需加快一流

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自此，我国正式步入由

985、211 等重点高校建设项目统筹转变为“双一

流”建设的高等教育时代。“双一流”建设时代

的来临，代表着一流学科与一流专业的大力发

展。然而，一流学科与专业的建设，离不开一流

课程的大力支持。《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

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

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社会

实践一流课程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推

动专业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培养学生认

识社会与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这与 20 世纪

初期起源于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不谋而合。 

一、威斯康星思想与社会实践课程的内涵 

“ 大 学 服 务 社 会 ” 是 威 斯 康 星 思 想

(Wisconsin Thought)的核心理念[1]。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前校长范·海斯认为，“服务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应是地方高校的唯一理想”，并指出“大

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versity are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ate)[2]。在这一

理念的启示下，威斯康星大学历任校长均致力于

践行“大学服务社会”的思想，旨在将大学如何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等理念融

入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中。 

威斯康星思想对于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在

于使高等教育走出了完美、独立、精英的“象牙

塔”，将“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大职能完

美统一，并将高校定义为“最终是为服务社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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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社会性高校”。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

区有一个特别的中心—— 莫格里奇公共服务中

心(Morgridge Center for Public Service)，旨在加强

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使学生能更好地认识社

会、了解社会，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为周

边社区服务[3]。在过去的近 50 年间，威斯康星大

学始终践行的志愿者帮扶项目便很好地体现了

该理念的贯彻。学校鼓励学生自入学起，积极参

与各类志愿者帮扶活动，努力通过自身所学实现

自身价值。例如，鼓励学生辅导社区中小学生的

课业、开设专业性的知识俱乐部、为社会决策提

供相关的技术支持等，真正践行了“大学服务社

会”的真实内涵。 

此外，威斯康星思想将本科教育置于大学教

育之首，提供了丰富的本科专业与课程供学生选

择，并鼓励学生积极尝试第二专业与多领域的证

书学习。在学生努力增长学识、积极参与社会公

共事务的过程中，学生拥有了更多学以致用的实

践机会，这对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具有绝对的正面

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创业教育是威斯康星

思想中的另一核心闪光点。威斯康星大学致力于

通过“双重课堂”(课内+课外)培育实践人才，鼓

励师生通过所学解决社会痛点，实现科技转化、

促进社会效益。可见，高等教育是促进人的完善

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两者在相互促进与相互

完善的过程中，鼓励与支持师生成为区域创新系

统中的创新主体，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真

正互促互进[4]。 

    归纳而言，“大学服务社会”与“创新创业

教育”是威斯康星思想的精华所在。这不仅与我

国现行的“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5]价值观高度契合，更完美契合我国教育

部对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的要求与定义，即以培养

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通过“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

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等社会实践活动，推动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与社会服务的紧密结合，培

养学生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理解社会、服务社

会的意识和能力[6]。可见，威斯康星思想对高校

社会实践课程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社会实践课程现状 

实践是社会文明建构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

的前提。人类文明的产生皆源于各类社会实践活

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清华大学开展“振兴

中华，从我做起”与“学雷锋”等一系列社会活

动开始，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相关课程便

被正式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经过近 40 年的

发展与优化，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体系已逐

渐趋于完善，形成了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实践、

志愿服务、创新创业等“多元一体”的实践育人

模式。 

笔者通过实地访谈与抽样调查等方式，调查

走访了湖南省内多所高校，包括中南大学、湖南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湖南工业大学等高校，并走访调查了

12 家相关校企实践基地(累计发放问卷 1 500 份，

有效返回问卷 1 256 份)。本次调研主要针对高校

有明确学分要求，被纳入教学实践环节的社会实

践课程进行调研，总结归纳出以下问题。 

    (一) 社会实践课程与社会实践活动概念混淆 

    据调研结果显示，超过 67%的受访学生将社

会实践课程等同于实习与课外活动，不能正确理

解社会实践课程的真实内涵。首先，社会实践课

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实习。社会实践课程应为由

专职辅导员带队、专业教师指导，共同带领学生

运用所学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教学活动。其次，

社会实践课程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课外活动。社会

实践课程应为具有组织性、专业性、针对性、实

践性的教学课程，并非泛意的学生课外活动[7]。 

    (二) 实践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不一致 

据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高校社会实践课

程的人才培养目标普遍存在实践教学目标与社

会需求不一致的现象。超 62%的受访学生反映，

现行的社会实践课程往往并未从社会需求与痛

点出发，真正设计出能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社会

的实践教学内容与活动，这与实践教学的本意相

背离。针对这一现象，建议高校应深入基层了解

社会需求，将社会痛点融入实践课程教学内容，

设计出能让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企业家簇              孙颖：威斯康星思想启示下的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改革研究—— 以“中国社会实践”课程改革为例 

 

139 

 

    (三) 实践课程缺乏过程监控与动态管理机制 

    据调研结果显示，超过 46.8%的受访学生指

出，现行的社会实践课程管理相对松散，教师普

遍采用放羊式管理模式，甚至有部分学生随便找

个实习单位敷衍了事，致使社会实践课程形式化

现象严重。因此，社会实践课程的实施过程必须

由学校、基地、学生形成“三元统一”的实时动

态管理机制，时刻掌握并了解学生实践情况，这

样才能在保障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实践

教育的广覆盖、全过程、普受益与可持续。 

    (四) 实践课程师资缺乏一定的社会实战经验 

专业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需要具有

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作为有效

支撑。目前，我国高校教师普遍理论知识扎实，

但社会实战经验相对欠缺。据调研结果显示，超

过 71%的受访学生表示，迫切希望实践课程采取

校内与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制，真正帮助学生实现

专业知识与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 

    (五) 课程科学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相对缺乏 

据调研结果显示，超七成受访学生表示现行

的单位鉴定表与实践报告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

学生在实践中的真实情况。这直接体现在认真、

仔细完成实践的学生与弄虚作假完成实践的学

生，往往出现相似的评价与考核结果，这大大降

低了学生的参与性与积极性。此外，超过六成的

受访教师指出，教师激励机制相对缺乏。教师在

指导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付出与产出往往不

成正比。另外，对于接收学生实践的企业而言，

学生的实践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特征，而实践

企业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周期培训学生，但学生

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有限，致使基层培养单位的参

与度与投入性同样欠缺。 

三、社会实践一流课程改革原则 

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的建设应从教师、学生、

社会等多元中心出发，倡导高等教育应以人的全

面发展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共育人才[8]。

简言之，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将学生培养为新时

代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在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陈宝生

部长所倡导的大学教育应注重“以本为本、四个

回归”。根据上述调研现状，社会实践课程改革

应遵循下述相关原则，构建匹配现代高等教育发

展与“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践教学模式。 

    (一) 融入威斯康星思想 

    社会实践课程应全面借鉴威斯康星思想，成

立校内社会实践中心，鼓励、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构建校内校外双重课堂。例如，

每门实践课程应积极邀请 2~3 名企业家进课堂与

学生零距离接触，实现课堂教育与课外教学的双

重连接。同时，鼓励学生探索、发现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社会痛点，运用所学解决时下痛点、

服务社会。 

    (二) 以人为本，鼓励创新 

    从高等教育方面而言，“以人为本”中的“人”

指的是广大师生与社会民众；“本”指的是广大

师生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实践课程应融合广

大师生与社会基层的根本利益，明确以学生为中

心、以服务社会为理念，问题导向为方法，实现

通过理论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鼓励学生

开拓创新思维，激发和唤醒学生创意、创新、创

造的激情与能力的实践教学模式。 

    (三)“以本为本”，落地实践 

    高校社会实践课程应以双重课堂与本科教

育为主，实现课堂革命，将本科教育确立为高等

教育发展的基石。课程倡导采用启发式、讨论式、

翻转式等新型教学模式，将专业理论与实习、实

践、第二课堂全面结合。同时，为确保校企实践

基地(校外课堂)的可持续管理，课程应积极推行

双向沟通机制，践行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实践教

育基本路径。 

    (四) 三位一体，实现创业 

    构建完整的高校、学生、企业三位一体创业

培育模式，均衡三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形成联动

利益模式，助力实践教学与学生创业的成功。例

如，学校可通过培育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方式，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提高学校排名与综

合实力；学生可通过双创项目实现自主创业，学

以致用；企业可通过培育双创项目，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获取市场收益。 

    四、社会实践一流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路径 

教育的一切改革均应以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萌芽于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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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Jacques Rousseau) ， 发 轫 于 杜 威 (John 

Dewey)，发展于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等著

名西方教育学家。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以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为主，通过社会活动、学科竞赛

等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将多方利益紧密结合，构建多元共赢的实践教学

体系。课程可设计为纵向教学与横向教学两部

分，尝试构建 20%至 30%的纵向教学环节与 70%

至 80%的横向教学环节。将学科竞赛作为教学模

式改革的试金石，将项目策划融入实践教学课

程，充分发挥学科竞赛对师生以及创新创业教育

的激励与推动作用。 

    首先，纵向教学部分是以向学生传授或回顾

专业理论知识、提升学生的某项专业知识技能、

完善学生社会实践环节的理论指引为教学目标

的课堂传授。其次，横向教学部分是建立在纵向

教学的基础之上的，鼓励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

深入社会实践，帮助学生在树立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

再次，将竞赛活动全程贯穿于纵向与横向教学环

节。通过建构合理的校内外竞赛指导体系，增强

学生实践与创业的信心，提高指导教师绩效，助

力企业孵化新产品与新项目。竞赛活动不仅能够

挖掘学生的创新思维，还可加强学生实践的信心

与决心。对于绝大多数刚步入高校的学生而言，

实践、创业似乎遥不可及，但学以致用的竞赛活

动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创业的信心与潜

能，更能为基层单位挖掘出有潜力的新项目。 

    此外，社会实践课程教学模式应根据其开设

学年与学期而定，将社会实践课程纳入教学计划

加以整合，使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课外转为课

内外相结合[9]。课程设计应充分考虑学生需求，

形成大一社会认知实践、大二社会工作实践、大

三社会生产实践、大四社会服务实践的“四年、

四类、四层次”递进式、系统化的社会实践课程

体系。 

    (一) 纵向教学课程设计环节 

    纵向教学课程环节应根据实践课程的具体

内容而定，将纵向教学环节整体贯穿于实践课程

之中。以 64 学时的实践课程为例，可将纵向教

学环节设定为 12~18 理论学时，具体课堂教学思

路为：导入新知、学习理论、实践体验、评价修

正与课后实践。该环节以专项研究小组的形式展

开，主要以加深知识模块的研究深度为教学目

标，鼓舞学生共同完成实践任务。 

1. 巩固理论知识点 

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要求和人才培养目

标，将理论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并根据学生的基

础知识与特点，挑选出与之相匹配的知识模块，

作为纵向教学的切入点。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跳

出传统的授课方式，采取学生中心、问题导向、

实操记忆等教学方式，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

导入，由浅入深地讲解理论知识点，引导学生运

用理论知识分析问题，鼓励学生在实践中理解与

记忆知识点。例如，针对市场调研类的社会实践

课程可挑选出市场调研、问卷设计、数据分析、

产品优化等四个主要的实践教学模块，进而匹配

相应的知识点，集中帮助学生回顾实践所需专业

知识，在课堂内完成理论知识的巩固。 

2. 企业导师进课堂 

企业导师进课堂可有效引导学生的社会实

践。威斯康星思想所倡导的“大学服务社会”理

念具有明显的双向性特征。高校在派遣专家服务

社会的同时，同样需要社会企业家加入高校教学

与科研团队，以增强高校科研团队的实战经   

验[10]。例如，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为学生提供了大量

与社会企业家直接沟通、优质辅导与咨询的机

会。同时，鼓励优秀校友参与学校研究项目，构

建学校与社会的双向研究机制，为社会实践服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1]。可见，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

采取校内与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制，邀请行业一线

人员进入课堂现身说法，及时把行业内的发展现

状和创新创业思维引入课堂教学，帮助学生开拓

视野、了解真实的市场与企业运作，并验证其创

意思维、项目策划、创新创业的可行性。 

3. 引导学生成立项目小组 

成立项目小组可帮助学生提升专业技能、协

作能力、沟通能力与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应首

先根据课程实践内容，帮助学生确定是个人独立

完成实践，或成立项目小组共同完成实践。小组

合作更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主动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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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

能力。其次，横向教学环节应由校内与校外导师

共同引导、帮助学生完成任务分工、技术支持、

协调沟通等任务，确保学生在共同实践的过程中

获得有效的资源支持。 

    (二) 横向教学课程设计环节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发布的

《维护国家的创新生态体系、信息技术制造和竞

争力》报告指出，从研究到制造的过程不是单一

向度的生产次序, 而是一个从研究到制造生产的

生态体系，是多元主体、动态演化、循环开放的

复杂“创新生态体系”[11]。可见，构建社会实践

一流课程应形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体、双向、互

促的“创新生态实践体系”，切实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而这正是横向教学环节设计的关键所在。 

    1. 深入基层进行横向实践教学 

    实地调研是横向实践教学中重要的教学内

容。威斯康星大学又称为“奶牛大学”，原因是

19 世纪中后期，威斯康星州居民对乳制品的需求

急剧增长，州农业产业结构由传统的小麦种植业

快速向乳业生产转变。针对这一日益增长的社会

需求，学校将乳业研究确定为科研的主要方向，

真正践行了“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可见，横

向实践教学应由深入基层实地调研拉开序幕，以

个人调研或项目小组调研的形式具体展开，并根

据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制定调查事项、合理分配

调研时间，为服务社会确定实践方向。 

    2. 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策划与研究 

    横向教学的核心在于将社会需求与痛点明

确为研究重点，引导师生具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

策划与研究。自威斯康星大学将乳业研究确定为

科研方向之后，学校鼓励师生针对威斯康星州乳

业的具体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研发了多

项发明专利。例如，饲料存筒仓(Soil for Fodder)、

乳脂检测法(Milk-Fat Test)、奶牛结核病的发现及

防 治 (Discovery of Tuberculosis in the Dairy 

Herd)、凝乳检测法(Curd Test)等。这一系列的专

利发明快速地推动了威斯康星州的乳业发展，也

为威斯康星大学赢得了“奶牛大学”的称号。可

见，以项目策划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

开展项目策划与研究，才能真正达成专业教育与

社会实践深度融合的课程培养目标。 

    3. 项目策划成果展示 

    群策群力是完善、优化项目策划的有效途

径。可以说，“辩论与公开研讨”是威斯康星大

学实践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威斯康星大

学的传统[12]。威斯康星大学鼓励师生共同参与项

目策划的讨论环节，各抒己见，不断提升项目竞

争力。社会实践课程应设计项目策划成果的展示

环节，鼓励学生在校内与校外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多次“辩论与公开研讨”，帮助学生修改完善项

目，并采取演讲的方式展示最终项目策划成果。

通过成果展示，教师可筛选出优秀的策划项目作

为下一步参赛作品来重点打磨，企业也可选择具

有创新性的项目作为其未来重点培育的项目。 

    (三) 课程考核模式改革与实践成果 

    概括而言，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形成专

业教育、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三者的深度集成。

目前，现行的传统实践课程考核模式多采取鉴定

形式，但鉴定考核存在着一定的形式化问题，不

利于学生实践积极性的调动。笔者通过两年的社

会实践课程建设，将成绩评定方式调整为：30%

实践过程鉴定+40%项目策划成果+30%竞赛成果

加权，积极推动了课程考核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唯有创新才能开创未来，唯有实践才能融入

社会。2018—2019 年，笔者将上述教学方式与考

核模式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课程之中。课程

孵化项目“赢实：在华留学生实践共享平台”(AF. 

Inspirant Talent: China-African Students Sharing 

Practice Platform)、“湘非经贸综合服务平台”

(Online & Offline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传

印”(CHINESE SEAL-Chinese Cultur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rogramme)，以及“你好，肯尼

亚！”(JAMBO! KENYA TOURS AND SAFARI 

BOOKING PLATFORM)等四个项目，参与角逐第

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荣

获一银三铜四项殊荣。此外，课程孵化的另一项

目“酒店之印品牌策划案”(Brand Planning for 

HOTELSEAL. COM)参与角逐“2019‘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留学生商业精英挑战赛品牌策划赛”，

荣获全国总决赛亚军与团体一等奖，实践应用成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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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课程孵化项目“湘非经贸综合服务平

台”是由我校非洲留学生团队与校内外导师共同

发起，旨在助力湖南特色产业走向非洲的精准扶

贫项目。项目结合非洲市场与卖家特点，立足于

湖南特色产业，以湖南邵阳与邵东小商品产业为

切入点对接非洲市场，实现以湖南邵阳、邵东为

精准帮扶区域，助力湘非经贸合作进一步对接。

截至目前，每家项目代运营店铺帮助商户月盈利

达万元，累计帮助 81 家商户实现线上店铺销售，

直接、间接帮助邵阳、邵东县解决 152 人的就业

问题，同时帮助 42 家小商品商户解决了转型难

的困境，真正践行了“大学服务社会”与“创新

创业教育”的双重意义。 

    五、结语 

    社会实践课程的改革是增强高校整体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获奖校友、获奖教师、产学

研服务、国际化程度等是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排名

的重要衡量指标[13]。将上述评价指标融入我国高

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的改革，是建设本科一流课

程与一流专业的重要抓手。威斯康星思想中“大

学服务社会”的教育理念，对我国高校社会实践

课程的改革极具启发意义。事实上，目前我国大

部分高校对社会实践课程的教学大纲均做出了

一定程度的调整，强化了过程管理、学科竞赛与

服务社会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实践”

课程改革从“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出发，对实

践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创新，构建了由“纵向教

学”与“横向教学”所组成的课程设计环节，并

对传统的实习鉴定考核模式进行了优化，试图构

建出“多元共赢”的实践教学体系，对新时代我

国高校社会实践一流课程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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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form of first-class social practice cours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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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Wisconsin thought and the soul of the first-class social practice course. First-class social practice 

course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help student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social activities,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practical investigations and other means. We should combine the interests of “universities—teachers and 

students—market” closely and build a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multiple and win-win results. Taking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it finds that the course gains inspiration from 

Wisconsin thought, constructs a practice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vertical teaching” and “horizontal 

teaching”, and optimizes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evaluation model. Taking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s the 

touchstone of practical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integrating project planning into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it hopes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social practic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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