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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传媒大学 2017 年暑期社会实践 

方案申报与评审具体要求 

 

一、方案申报与评审 

1. 社会实践项目申报参考主题类别：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类：结合“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

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展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题的实践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应侧重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调研、解读、宣讲，在实践的过程中

深刻认识、理解和贯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一带一路”主题实践调研类：针对“一带一路”圈定的国

内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旅游等领

域的发展与合作开展实践调研活动。 

（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纪念建团 95周年”

主题实践类：通过寻找鲜为人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故事，了解建军

以来我军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结合所学专业，以文字、影像等形式展

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风采，传承和发扬解放军精神。也可结合我校入伍

征兵工作开展主题调研、考察。结合共青团建团 95 周年以来所取得

一系列成就开展主题调研、宣讲宣传、调查研究、访谈访问等活动，

重点突出共青团 95 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对当前共青团改革中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发掘与解决。 

（4）“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志愿服务类：联系实践地科

技、卫生、文化等部门，开展科技知识宣传，组织文艺节目演出，服

务地方发展建设。结合中央精准扶贫重点政策，开展有关政策的了解、

认知，提出一定的看法、建议与办法。 

（5）科研学术类：以科研学术主题研究为主要目的，结合与自

身专业相关的学术领域建立科研课题，运用各种科学调研手段，以学

术调研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学术调研报告。鼓励我校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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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申报此类别实践团队，鼓励多学历层次学生联合组团，鼓励挑

战杯、创青春、子牛杯、学校创业竞赛等已有成果进行二次转化。 

（6）公益、社区社会服务类：以关注弱势群体与偏远地区发展

建设、公益支教、开展社区援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大力参

与、开展学校与家庭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实践地区的建设活动。结

合所学专业开展与专业相关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体现出所

学专业在服务社会、服务基层等方面的特色与优势，能够为实践地提

供专业化的服务和帮助，树立我校良好形象。 

（7）专题考察类：围绕一个中心课题在一定地区内进行考察、

调研，选题应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给予关

注，积极开展有关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改善

民生、社区建设、大学生就业创业等主题的考察实践活动，要提出有

建设性的建议，能为实践地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8）环保类：以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为主要活动内

容，针对百姓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结合 2017 年两会期间各省市工

作报告对于治霾、治水、国土绿化等问题的建言献策，在相关社会实

践活动中调研环境治理问题，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提升自身以

及更多群体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9）“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社会

实践教学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为主要思想，运用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解决实际

问题，提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该类别项目为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实践课程的组成部分，其选题范围、申报方式与考核细则以马克

思主义学院公布的社会实践实施方案与课程考核为准，具体由马克思

主义学院另行安排。 

（10）其它类：符合社会实践相关规定及要求的教学实践、军政

训练、生产劳动、志愿服务、科技发明等活动均可申报。 

2. 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社

会实践教学类项目外，所有项目均统一申报至校团委，由校团委进行

统一编号，并有权参加项目评审。学部（院）组织的项目团队由分团

委自行备案，只需提交分团委资助金申请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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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申报的项目必须要有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必须能参与指导

该项目活动，没有指导教师的项目不得参加方案评审，部分实践地区

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项目必须有带队老师，带队老师需全程

参与项目，指导老师与带队老师可以为同一教师。 

4. 各学部（院）分团委社会实践资助金申请除提交申报表外，

需提交详细工作计划书（格式自定），由校团委单独组织审核完成。   

5. 申报校级社会实践基地的项目将申报表交至校团委审核通过

后由校团委统一组织管理，不参加项目方案评审但需参加成果评审并

做展示。申报时，另需提交社会实践项目申报书。已成为校级基地并

在今年继续开展的项目也需提交项目申报书。 

二、项目活动申报重点及有关注意事项 

1. 项目申报重点 

（1）重点鼓励与支持开展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带一

路”、建团 95周年实践调研为主题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 

（2）鼓励开展科研学术类实践项目，提倡深入专业领域进行调

研等学术活动，特别鼓励博士、硕士研究生积极组团开展高学历层次

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应以社会服务、学术调研、专业讲授与公益培

训为主要内容。 

（3）鼓励并优先资助在北京周边地区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项目，

鼓励利用暑期返乡就近开展的活动项目，鼓励小规模定额资助团队开

展实践活动。 

（4）鼓励结合时代要求，以开展和谐社区建设、社会调研与考

察、学生创业就业等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 

（5）鼓励跨部（院）、跨专业自由组团，鼓励博、硕、本多学历

层次组团，鼓励学生自发自愿自费组团开展活动。 

（6）鼓励有相关专业教师参与的项目团队，鼓励能够在实践地

挂牌、建立固定实践基地、有详细新闻报道和宣传计划并能有效留存

实践相关资料的申报项目。 

2. 注意事项 

（1）为保证学校经费的合理分配使用，申报的社会实践项目若

经证实已获得校内其他部门的项目资助（主要是以学校拨付经费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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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资助项目）将取消其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参评资格，暑期社会实践

与以学校拨付经费支持的其他同类计划不重复资助同一项目，一经发

现有上述情况发生，将追回全部已支付经费。 

（2）学部（院）分团委社会实践资助金旨在鼓励各学部（院）

分团委在本单位内开展社会实践工作，仅针对各学部（院）分团委提

供资助，申报学校社会实践项目的组织、个人不能申报。学部（院）

分团委申报暑期社会实践资助时不得将专业实习等纳入社会实践范

围，要积极发挥主动性在学部（院）内部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要注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党爱国爱校教

育、专业服务社会等贯穿社会实践工作始终。 

（3）申请成为校级社会实践基地和重点支持团队的项目须由校

团委进行监督、管理，活动开展前应面向全校招募团队成员，且招募

的成员数占团队成员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 40%。 

（4）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质，树立我校学生的

良好形象，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自主实践、自我管理。学生

要增强法律及安全意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发生问题应通过正常

的法律程序和手段来解决，或与项目联系人沟通后由校团委协助解

决。 

（5）各项目团队要积极与各级各类媒体联系，宣传和报道团队

所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扩大我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宣传效果优

秀的项目团队，校团委将在评优评奖、资金资助等各方面给予一定的

优先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