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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理论社团建设初探①

和永发，潘荣阳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亦影响着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发
展。加强大学生理论社团建设，对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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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高校校园
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对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引领、示范和辐射的作用，

同时也为推动高校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大学生理论社团”是由学生自发地或者和老师在自

愿基础上结成的以理论学习与理论研究、宣传与实践为

主要活动的师生组织；“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围绕高校

这一特定空间内自由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师生员工历史

形成且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

观念形态上的具体化从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１］科学地

对高校理论社团与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对繁荣高校

校园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最终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围绕校园文化（主要是高校德育）和大学生理论

社团等进行了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涉及长株

潭地区部分高校师生。

１　大学生理论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１．１　高校德育的重要载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强调，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

节。”指出了德育在我们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德育”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选择

合理有效的德育途径至关重要。大学生理论社团是学生

容易接受的德育载体，能够承担一部分高校德育工作职

能。理论社团主要通过“隐性教育”式的社团活动达到德

育的目标。“隐形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预先设定的教育

内容，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

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

影响。”［２］理论社团通过在高校开展诸如社会实践、科研、

沙龙讲座等形式对社团成员进行教育，通过加大社团宣

传力度、营造理论文化环境来对大学生进行“隐性教育”，

使大学生受到德育熏陶，最终实现德育目标。

数据分析显示：在１７０人的调查对象中，态度上“是”
的有１１５人，占６８％；“否”的有４９人，占２８．９％；不表态
的有６人，占３．１％。调查结果显示，对目前的思政课态
度表现比较消极的所占比例很大，不容忽视。为此，我们

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高校学生不喜欢思政课的原因主要

有：课程枯燥、不感兴趣；教材老套乏味；课程对自己发展

毫无意义；不喜欢授课方式。为了提高思政课对学生的

吸引力，提升德育课的效果，我们试图寻找学生比较喜欢

的德育方式，调查结果见下表１。表１反映了社会实践和
理论社团是多数高校学生喜欢的德育方式。１７０名调查
对象中，喜欢思政教育理论课有１４人，占８．２％；喜欢社
会实践的有７９人，占４６．５％；喜欢校园文体活动的有１０
人，占５．９％；喜欢校园网专题网站的有８人，占４．７％；喜
欢理论社团的有５９人，占３４７％。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
把理论社团作为高校德育途径的意义，即大学生理论社

团是高校德育的重要载体。

表１　您最喜欢的德育方式调查

类 别 人 数／人 百分百／％

思政教育理论课 １４ ８．２

社会实践 ７９ ４６．５

校园文化活动 １０ ５．９

校园网专题网站 ８ ４．７

理论社团 ５９ ３４．７

汇总 １７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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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高校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平台
大学生理论社团是高校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平

台。在访谈中，几乎全部的理论社团负责人都强调了本

社团的社团活动和社团目标的实践性，多数理论社团的

成员表示自己是受理论社团的实践性吸引而加入理论社

团的。理论社团的活动主要采用讲座、沙龙、讨论会等实

践性较强的形式。此外，理论性较强专业（如思政专业

等）的被调查者大都参加过或正在参加理论社团，他们多

表示理论社团使他们得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例

如，以时政热点为主题进行讨论，使大学生更容易将理论

与时政联系起来。当前高校学生普遍面临理论知识脱离

实践活动的问题。大学生理论社团在高校的活动是高校

“转变专业实践教学管理方式，形成重视和支持实践能力

培养的文化氛围的重要途径。”［３］多数理论学习类社团理

论的活动直接立足于成员的社会实践。“读书是学习，使

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４］１６５在理论社团的

社会实践活动中，社团成员通过身临其境，亲自动手和真

实体验，感受社会和人生百态，可以更好地领会和践行社

团宗旨，真正达到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１．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力量
在与调查对象的交流中，一谈及理论社团，多数调查

对象就会联想到马克思主义，视马克思主义传播为理论

社团的主要目标，并且希望在理论社团的活动中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付诸实践。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所

在高校的文化氛围需要加强，认为理论社团具有较高的

文化气息，对繁荣和提高大学校园文化进而实现高校文

化自觉具有很大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在于使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行动指南和理想信

念。就教育方式而言，将隐性教育运用于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既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又有着区别于显

性教育的独特优势。”［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的重

要使命。在理论社团的活动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隐性

教育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大学文化自觉是大学发展的

内动力。”［６］相对于高校其他的社团，理论社团的主动探

索和学习理论，更能发挥推动大学文化自觉的作用。理

论社团的理论环境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氛

围对社团成员理论与道德素质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

用，理论社团的学习实践为校园文化自觉提供方向。

２　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影响
２．１　为理论社团的发展指明方向

在调查中，近８５％的理论社团负责人表示，本社团的
活动多数是在团委等校园文化建设相关管理部门的影响

下进行的；７０％左右的理论社团负责人和理论社团的成
员认为本社团的发展必须紧密联系所在学校的校园文化

建设大环境，强调要抓住校园文化建设提供的契机发展

本社团；８０％左右的理论社团的宗旨与所在学校的校风
校训联系紧密，这反映了校园文化建设为理论社团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

２．２　决定理论社团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几乎全部的理论社团都受学校

相关部门的领导，必须经过严格的注册、挂靠，并在校社

联等部门严格领导下活动，理论社团的活动多数是对学

校主要活动的响应、补充和强化；理论社团多数有自己的

“采风部门”，其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本校校园文化建设的

相关信息，并为本社团活动的制定提供依据，是否紧贴校

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成为考察与评定理论社团的重要指

标之一。这反映了校园文化建设决定了理论社团活动的

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化建设是理论社团一切活动的出发

点、立足点，并且决定了理论社团的一切活动。

２．３　为理论社团的发展创造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几乎全部理论学习类社团都有学校

提供的部分活动经费，此外，还提供了活动所需的场地、

设备、指导老师等资源，对社团的活动主动把关与支持。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不仅可为理论社团提供一大批有素质

有文化有兴趣有远见的社团成员，而且理论社团通过校

园文化建设的推广而逐渐扩大本身的影响力，提升了对

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吸引力，拓宽了与校外理论社团合作

的途径。理论社团不可能脱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而存

在，校园文化建设为理论社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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