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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三下乡”实践育人路径探索 

——以长江师范学院科技支农服务团为例 
胡代芳 1  韩辉 2 

(1.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市  408100；2.陆军勤务学院  重庆市  401331)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全面观
察、深入了解中国广大乡村社会，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各高校用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式；将乡村
振兴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既发挥传统实践的育人作用，又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机遇，更是引领大学生成长
成才的现实抓手，因此探索乡村振兴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融合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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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振兴战略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结合的现实
意义 

1.1 助力高校立德树人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乡村振兴战略下，
高校将乡村振兴战略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是贯彻
落实我党教育方针的重要媒介，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大学生
思政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是利用大学生专业知识为乡村经济
振兴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大学生参与“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国家政策和广大乡村发展现状，可以有效
培养主动投身于基层建设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活动中
举办文体类活动、科技创新类活动、等活动可以进一步丰富高
校第二课堂的内容。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与实践舞台，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
乡村社会的机会，通过调研走访、志愿帮扶、支教宣讲等多种
方式发现、分析、探索乡镇人民的生活与发展，可以提升课程
思政育人效果。 

1.2 助力学生自我提升 

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在帮助学生缩短社会化进程，掌握基本社会技能、
树立基本社会认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专业能力提升方面，大学生在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当中，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农村，可以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
到生产劳动的实践环节，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效结合，增
强知识转化效果与知识迁移效果。从实践中获取经验，从经验
中巩固知识，使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稳固提升。在综合素
质提升方面，大学生通过切身体验加深对乡村群众的了解，明
晰自己肩负的责任，有利于形成科学的价值体系，培养优秀品
质和高尚情操。同时在团队工作中可以逐渐养成精诚合作的团
队意识和分工协作的团队工作方法，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 

1.3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整合社会各
方资源，吸引各界力量投身乡村建设中。高校在教育教学、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规划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将科研
成果、专业技术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可为乡村振兴发展提
供技术和人才支撑。“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在打好产业这
个基础，用好人才这个关键，做好文化这个保障中发挥作用，
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振兴。 

2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探索 
2.1 产业振兴实践 
2.1.1 因地制宜发展，打造特色农业名片 

义和街道松柏村金科农业园，是当地的特色经济产业。科
技支农服务团根据实际情况对当地主要经济作物进行调研考

察，科技小组、专家教授用所学知识助力乡村发展。检测土壤、
气候等自然环境特点，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调研经济作物种植情
况。首先结合义和镇所处经纬度进行对气候湿度进行深一步调
研，分析果树虫害情况、分析种植地的情况，帮助乡民们除草、
除虫以及施肥浇水；其次对当地邻近村落的水质和土壤进行勘
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结当前种植情况并提出一些理性
化的建议，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在技术操作上的误区，以期促进
作物更好的生长，提升作物的种植质量。理论联系实际，实现
现代农业种植的势头良性循环。 

2.1.2 调研特色作物，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义和街道松柏村果树的种植技术相对成熟，已形成相对完

善的管理体系，但存在“红火蚁”病虫害问题，导致果实产量
较低、质量较差，难以走进市场。一方面借助科技力量，通过
成立的科研小组对“红火蚁”病虫害进行调研，由植物病虫害
方面专家提出科学的具体解决方案，志愿者结合当地特色与自
身专业优势，对园区内的作物种植方式、管理方式进行优化，
从而消除病虫害、提升品质、增大产量；另一方面增加其他特
色板块，更快走进市场，例如利用观赏节、收获节等形式吸引
游客从而将产品得以推广。 

2.1.3 打造观光农业，助力农业经济升级 
科技支农服务团希望充分利用义和镇地理优势，将其打造

成涪陵的山水园林第一镇、城乡统筹示范镇、新型农村重点镇、
缩差共富先行镇。最终确定了以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的思路，由传统农业逐渐向规模农业和体验农业转型。一是
在发展观光农业的同时不能疏忽对农作物的种植管理，要懂得
合理密植，注重种间关系。掌握作物花期，宜季种植，实现四
季有景可赏。二是该村应以油菜花类为主，在积极发展规模农
业产业经济的同时，积极引进多种特色农作物，同时引进配套
深加工产业体系，打破单一发展格局。三是加大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发展特色农业体系。全面动员全村打造休闲观光农
业产业（观赏、采摘集一体），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招商
引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2.1.4 科技课堂入户，共画产业理想蓝图 
通过科技趣味课堂，培养中小学生追逐科学和真理的兴趣。

一是开展科技小课堂活动，解释生活科学现象，表演科学小戏
法，实地讲解教授科学文化知识及实验动手操作，指导制作叶
脉书签、测量溶液酸碱度等，从而提高孩子们的思考、动手能
力，激发孩子们热爱科学、崇尚科学、追逐科学的热情。二是
举行科学知识竞赛，测试孩子们对科技小知识的熟悉程度，了
解当地科学教育情况，并对表现优秀的同学给予相关奖励例如
“小科学家”的称号，鼓励留守儿童、中小学生热爱科学，努
力学习，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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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振兴实践 

2.2.1 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精神赓续血脉 
组织全体志愿者参观刘氏庄园，义和刘氏庄园作为近现代

代表性建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涪陵地区文化风俗、审美意趣，
具有较高的建筑研究价值，也是特定区域的乡愁记忆。刘氏庄
园紧邻巴山夜雨景区，志愿者们利用园林园艺专业知识联动巴
山夜雨景区，通过恢复庄园内部陈设、整治庄园周边环境，建
成特色民宿，也可以结合义和历史故事、发展历程，建成乡情
记忆馆。重温红色经典可以有效凝聚大学生的思想共识，让党
史红色文化融入各项实践活动中，鞭策大学生以更加昂扬的斗
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接过助力祖国发展的接力棒。 

2.2.2 党史政策宣讲，乡村振兴深入人心 
以学党史为基点，联系当地特色进行多样化全方位的宣讲，

采取将理论，讲政策，讲故事相结合的形式，进村进户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开展党史，政策的宣讲学习。借鉴“板凳会”等
灵活机动的有效方式，面向所有村居社区，面向广大群众，讲
好党史故事，政策措施，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发放相关宣传单，让群众闲暇之余看一
看；在村上醒目位置摆放宣传栏，让群众闲暇之余瞧一瞧，让
基层群众心里更清楚地认识乡村振兴工作，更加详细地了解党
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惠民政策。 

2.2.3 弘扬雷锋精神，志愿服务流传百年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在乡村实践中，应树立文明新风、

弘扬社会正气、传播青春正能量，以此提升乡村文化素养，助
力构建美丽乡村。一是开展“义务测量血压”活动。在测量过
程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对血压、血糖偏高的村民提出
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建议，让使广大群众进一步了解了高血压
的防治常识，提高社会对高血压的科学认知水平。二是开展“全
民营养周”志愿宣讲活动。针对餐饮业对食品健康与安全、食
品法规、膳食营养搭配等知识和管理体系欠缺等问题进行一系
列宣传。三是系统开展志愿者服务，到当地敬老院帮孤寡老人
做家务，减轻生活负担，通过活动使大学生领悟敬老孝亲的优
秀传统美德，迸发出乡村建设热情和爱国情感。 

2.2.4 打造文艺汇演，舞动风采倾情献礼 
结合当地特色文化，打造文艺汇演，增进大学生和义和镇

人民的感情，通过文艺汇演的形式，实践队员们将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倾情融入到表演节目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长师学子“青
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担当，也让当地居民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理论成果。 

3 乡村振兴战略下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育人提升路
径思考 

3.1 建立实践基地，“三下乡”与乡村振兴相融合实现长效
化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自推广以来，在促进大学
生全面发展、弘扬青年志愿者精神、提高育人实效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一些实践活动内容过于简单、服务时间较短、
实践地点不固定的问题，并没有对学生进行深刻的、切实的思
想启迪和改造。为了提升服务乡村实效、巩固实践活动调研成
果、拓展大学生日常实践渠道，高校应当与各地实践基地建立
长期化、长效化服务关系，及时总结前期实践成效，分析当前
形势和困境，不断完善社会实践活动方案力争乡村服务实效最
大化。学校要加强基地建设，不断拓展农村实践基地数量，注
重实践基地建设质量，与农村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学生搭建
一个长期合作的社会实践平台，确保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工
作的稳定性与长期性。同时要完善实践基地建设的保障机制，

比如维护好组织保障和经济保障，切实提高高校和乡村协同实
践育人的稳定性。 

3.2 整合人力资源，“三下乡”与乡村振兴相融合实现体制
化 

一是整合学生资源，推广乡村振兴。了解学生生源地情况，
广泛收集整理农村相关资料，精准了解帮扶项目信息，同时也
鼓励大学生振兴家乡、基层服务，将高校文化、科技、卫生先
进知识带回家乡，倡导大学生在家乡建功立业。二是整合教师
资源，组织乡村振兴。用好辅导员和专业教师实践教育指导团
队，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实践中帮助学生了解国家
政策、开拓实践视野，专业教师是实践活动中的指导者，及时
解决技术难题、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三是整合科研资源，推动
乡村振兴。高校科研成果最终是运用于实际，三下乡实践活动
就是推广渠道，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指导农业发展，推动
科技支农。高校应当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专业特长，切实围绕 
“三农”工作中心，潜心科技研发，助力乡村振兴，积极建言
献策，强化科技服务，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乡
村振兴作出贡献。 

3.3 全面精准谋划，“三下乡”与乡村振兴相融合实现专业
化 

一是实践活动设计要围绕专业群特色，充分发挥高校专业
知识进入农村的作用，实现乡村得到发展和学生理论用于实践
相统一，让学生亲自实践、充分探究，在综合体验的过程中实
现其动手能力、应用意识的提高，实现真正的自我教育，进而
提高其综合素养。二是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参与，专业指导教师
应该深入实践活动，发现并解决制约农村发展难题，同时在活
动中实现课堂和实践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大限度发挥实践育
人的实效性,在实践育人过程中形成可供借鉴并且长期稳定的
运行机制。三是增强学生专业知识储备，提前调研实践地点信
息，对活动中所需专业知识做到提前准备，只有专业团队才能
在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乡村振兴道路上
展现新作为。四是组织丰富的大学生“三下乡”实践活动，制
定活动方案时应当考虑到学生的感受，注重活动内容和形式的
趣味性和多样性，将青年思维融入进来，使大学生时刻保持对
实践活动的热爱和新鲜感，提高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激
情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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