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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纸纸上上得得来来终终觉觉浅浅，，大大学学生生忙忙实实践践
7000大学生借暑期实践练本事，调查显示，俩驻威高校参加暑期实践学生近1/3

现如今，不管是在校园还是在
社会，对于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都
存在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支持者认
为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在提高个人
能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参与“调
研山东”项目的大学生于雪飞说，自
己在活动中不仅学会了与人沟通，
还提高了在团队合作中的相互协调
能力。反对者认为，很多社会实践形
式大于内容，颇有花时间赚吆喝的
意味。“如果不是想获得一个经历为
将来找工作添加砝码，我想我不会
参加这种活动。”学生王某表示。

对此，两所高校社会实践负责
老师均表示，社会实践活动有力促
进了学生在实践中磨练，大学生读
万卷书更需要“行万里路”，避免出
校门后“眼高手低”。事实上，学生不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因很多，譬
如时间不够，还有同学可能由于个
人性格内向而害怕参与实践。学校
需要对这些学生加大教育力度，促
使他们态度转变，使他们积极参与
到社会实践中，在实践中接触社会、
接受锻炼。

对于浪费时间的看法，山大(威
海)王老师说，不劳无获，时间的付
出是实践活动中有所收获、得到锻
炼所必需的。如果能够认真参与、主
动应对，收获是有保证的。实践能力
是当代学生不可缺少的，也是社会
发展所急需的，希望同学们能够认
识到它的重要性。

思考

读万卷书

更需“行万里路”

又是一年暑假，两所驻威高校大学生正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据统计，今年俩高校参与暑期实践的大学生超过
7000人，占大学生总数近1/3。对于高校劲吹的暑期实践风，有些人觉
得浪费时间，是形式主义，但更多人认为这是大学生进入社会前的

“试金石”，借暑期实践练本事。

本报记者 王天宇
实 习 生 王佳杨 赵钟萍

7月下旬，哈工大(威海)大学生支教队员在西藏达孜县街头就
当地的教育问题进行调研。

通讯员 许岩 摄

随着对以往工作总结和改
良，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渐入
佳境，学校、学生及社会实践地
在相互磨合中愈发默契，社会
实践效果也逐步提高。然而社
会实践在最初的开展中，并非
一帆风顺，学校和学生都遭遇
了或大或小的挫折与困难。

“大学生参加暑期社会实
践整体上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保障缺失到逐
渐完善的过程。以今年暑期为
例，学校就为参与暑期社会实
践的所有大学生购买了‘意外
伤害险’。”山大(威海)校团委
暑期社会实践负责老师王志辉

表示，近几年来，一系列安全问
题成为阻碍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可以说
整项活动的开展也是“摸着石
头过河”。

学校在社会实践的组织上
“摸石过河”，而参与的学生也
并非一帆风顺。山大(威海)的
祝洁琼来自新疆，她的暑期实
践项目是“新疆军垦文化旅游
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她说，项
目看上去吸引人，但是实施难
度大，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后
来，在老师及学长的帮助下，她
决定带领团队坚持下去。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

探索

暑期实践也是“摸石头过河”

现状

走出“象牙塔”，暑期实践很丰富

“近年来，参加暑期社会实
践的大学生明显增多，今年数
字猛增至3000多人。”5日，哈
工大(威海)校团委李磊老师表

示，暑期社会实践随着近几年
连续开展，已形成了基层宣讲、
调研、岗位体验、志愿者服务等
多种项目。记者调查发现，今年

俩高校参与暑期实践的大学
生超过了7000人，占大学生总
数近1/3。

山大(威海)的江睿同学今
年暑期组建了“心手相连”支
教队，前往潍坊市临朐县寺头
镇大东裕村支教。参与此次活
动的谢飞说，大学生走进条件
艰苦的农村参与支教，不仅能
帮助当地儿童拓宽知识面，还
能体验社会生活。

山大(威海)大二学生张森
与舍友参加了第五届“调研山
东”项目。他们暑假前往济南、
青岛等地，采访当地真人图书

馆和“相聚星期三”读书沙龙
的创办者及工作人员。负责人
张森表示，真人图书馆让读者
以一种面对面沟通的形式来
完成“图书”阅读，这种新型读
书模式充满无限的吸引力。

今年暑期还有大学生远
赴港澳台及海外参与社会实
践，郑彰为就是其中的一位。
今年暑假，他和几个同学一起
去香港英国保诚集团实习，体
验海外500强公司的企业文化
和人才竞争氛围。在项目经理
带领下，他们参与公司日常项
目工作，并开展营销赛。


	W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