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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人 学 分 认 定 、 积 累 和 转 换 制 度 ， 激 发 学 生 参 与 主 动

性，引导学生有目的、有目标、有动力地参与实践育人

相关活动。

（三）完善服务保障以强固实践育人支撑力

构 建 科 学 高 效 的 服 务 保 障 体 系 是 实 践 育 人 工 作 的

重要内容，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实践育人实效起重要

作用。一是要加强实践育人条件保障。一方面要健全国

家、学校、地方政府、公益赞助多渠道经费保障机制，

有条件的高校应当建立实践育人专项资金。确保实践育

人工作生均经费不低于有关标准和要求，同时应设立资

金募集平台，争取社会多方力量支持，多渠道增加经费

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功能多样和类别细分的实践育

人平台载体，并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以科技节、文化

节、艺术节、体育节为校园活动实践平台，以专业实验

室、模拟实验室、沙盘实训室等为实验教学平台，以众

创空间、创客工厂等为双创孵化支持平台，以各类学科

竞赛为专业实践平台，以暑期社会调查实践、就业实习

等为校外实践平台。二是要建设“双师型”实践育人指

导教师队伍。指导教师是高校实践育人构成要素之一，

要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践行“三全育人”理念，实

行“内聘外请”制度。一方面要聘任学校党政干部、专

业课教师、专职团干部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另一方

面，要聘请杰出校友、优秀企业家校外人员等担任实践

育人导师。建设专兼职结合、校内外联动的多层次实践

育人师资队伍，加强对实践活动过程指导。

　　坚持整体性推进：

　　提增高校共青团实践育人的系统协同度

所谓坚持整体性推进即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

重点、带动全局，增强发展的整体性， [3]实现重点突破

和整体推进相统一。实践育人工作的整体推进同新时代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高校共青团改革，同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同构建高校“大思政”工作格局是

分不开的，只有加强机制协同、工作协同、成果协同、

阵地协同，才能有效实现实践育人的力量集聚和成效集

聚。

（一）实现同高等教育改革及共青团改革的有效衔

接和一体推进

实践，因架起了学校与生活之间的桥梁，意义日益

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4]优秀人才是经过实践淬

炼的人才，科学知识是能够服务于实践的成果。应深切

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种迫切感，以实践育人抓

手，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我国传统教育体制长期存

在重灌输轻实践的问题，科学认识并准确定位实践的作

用与地位，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方向，更是教育主

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基本要求。高校应全面提高实

践育人相关课程建设质量。打造一批“具有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

和社会实践‘金课’，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探索

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课堂教学革命。”[5]共青团及其领

导下的团学组织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育人架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服务教育教学的战略配合者，是实践育人的

重要推动力量。实践育人成效提升离不开深化以学生为

中心的共青团改革，共青团要发挥实践育人枢纽和中心

作用，加强对团学组织和学生社团等实践育人外围延伸

臂膀的领导和指导。要扎根学生、依靠学生，既将学生

作为实践育人的工作对象，也将其作为可依靠的工作力

量，邀请学生一起参与、一起设计、一起总结，统筹好

项目资源，探索一体化部署、一体化推动的工作机制，

推动完善共青团服务大学生课外实践的工作体系。

（二）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各展优势以形成育人合力

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

人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事关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6]要构

建“同心同向同行”的学校家庭社会实践育人共同体。

1 9 7 1 年 ， 德 国 学 者 赫 尔 曼 · 哈 肯 提 出 了 “ 协 同 学 ” 这

一概念，而“协同导致有序”是其核心观点，要明确学

校、家庭、社会在实践育人共同体中的各自责任定位。

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不同单元，其对学

生发展方向存在不同的期待，充分发挥学校实践育人主

导作用，凝聚起实践育人的多主体共育共识，学校要全

面掌握学生实践育人参与情况并及时通过家校沟通渠道

向学生家长通报情况，定期组织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把

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要职责，要用好社会育人

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和资源目录清

单，联合开发社会实践课程。只有实现三者协调一致，

结 合 互 补 ， 才 能 保 证 整 个 实 践 育 人 在 方 向 上 的 高 度 一

致，才能实现实践育人在时空上的紧密衔接，从而加强

实践育人的有效性，达到整体最佳的育人效果。

（三）融合贯通课程育人和实践育人的“两个课堂”

从高校人才培养大体系来看，高校第一课堂、第二

课堂在人才培养上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共同承担着培

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使命。具体到高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