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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构建艺术院校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研究

张迪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中国·北京 100102

摘 要：构建艺术院校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是实现素质教育和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增进学生

社会责任感和对艺术事业的认识的重要载体。如何培养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强的艺术人才，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和

服务社会，不仅是艺术院校关注的问题，也是社会对艺术院校寄予的期待。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艺术人才的培

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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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social practice and volunteer service education system in art colleg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quality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improvement,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 industry. How to cultivate artistic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abilitie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and serve society, is not only a concern for art colleges, but also an expectation placed on 
them	by	socie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is	topic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rtistic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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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当今社会，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已成为高等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

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坚持理论学习、创新思维与社会

实践相统一，坚持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大学生

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这些都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指明了

方向，强调了实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 [1]。然而，

如何有效地将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项目落到实处，确保其不

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能够真正实现育人效果，仍然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将围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在艺术

院校中的实施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

学科基础部社会实践活动案例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艺术高校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的
现状和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高校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

人体系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探索。然而，在系统化建设、资

源配置、管理机制以及学生参与积极性等方面，依然面临诸

多挑战。以下是对当前现状和问题的深入分析。

1.1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足
尽管艺术高校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方面已有一定的

经验，但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教育者在

设计活动时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学生在实

践中的实际体验和反思；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的安排往往缺

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因此，需要探索有效途径，使学生在参

与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真正理解并

应用于实际情境中。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

有助于提升其综合素质。

1.2 学生参与度问题
学生的参与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

动的效果。然而，很多学生因为心理障碍、缺乏兴趣或不理

解活动的重要性而不愿意参与。为了推动学生积极参与，教

育者需要采取多种策略，如通过宣传活动的意义，引导学生

关注社会问题，从而激发其内在动机。此外，提供切实的参

与机会和成功案例，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意愿。

1.3 活动质量亟须提升
目前，许多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往往流于形式，

缺乏深度和可持续性。这种现象使得活动无法真正对学生的

成长产生长期的影响。为了提升活动质量，必须精心设计具

有深度和广度的项目，确保每项活动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还

能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同时，活动的评估机制也需要完善，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1.4 资源整合不足
资源配置不足和整合不力是实现高效实践活动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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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瓶颈。许多艺术高校在开展社会实践时，面临人力、物力

和财力等资源的短缺。通过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校友、

社会团体、企业等，能够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有效优化资

源配置，提升活动的整体效率。这需要高校加强与外部组织

的合作与交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1.5 活动形式重复
在活动组织中，许多活动形式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

当前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未能明确目标，同时存在活动形式重

复的问题，导致了学生的参与热情下降。因此，组织者应积

极探索将艺术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跨学科的合作与

交流，充分挖掘艺术的跨界融合潜力。此外，未来还可引入

智能技术，如在线参与、虚拟展示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优

质的参与体验，增强活动的吸引力。

基于以上问题，需构建一个完善的艺术院校社会实践

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的机制框架，通过系统化的设计与管

理，有效落实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项目，使其真正发挥育人

作用。下面我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社会实践与志

愿服务活动为案例列举出有效的艺术院校社会实践和志愿

服务育人体系的机制。

2 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活动案例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5 月，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

基础部与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南北里社区共同开展了“艺美

社区、构建文化家园”志愿服务活动项目，项目师生团队通

过“教育机制、组织机制、资源机制、培养机制、参与机制、

管理机制、奖惩机制、评价机制、保障机制”八大机制的有

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多样化的艺术教育与深厚的社区文化

建设。

项目团队围绕造型学科基础部的学生特点及其专业需

求，结合团结湖南北里社区的实际需求，开展了以“增强社

区居民文化自信、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目

标的艺术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内容被分为六个部分，具体包

括：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送学活动，以提高居民的文化教育

水平；学生志愿者为团结湖街道多个社区绘制主题板报，以

此宣传社区文化；学生志愿者为社区内的老党员、骑手社工

及其他社区志愿者绘制肖像，以致敬奉献者；组织开展主题

党课，由社区老党员（老红军）为学生讲述党史故事，增强

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在社区文化墙上进行主题墙绘创作，

以提升社区文化氛围和艺术感染力；开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体验课，培养居民对传统艺术的欣赏和理解。

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同学，年终优秀学生、优秀干部

评选、奖学金评定、党员发展培养中都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良好的激励机制也引发了学生们的积极反响。

2024 年 5 月底，项目团队在团结湖街道南北里社区成

功举办了“艺美社区、构建文化家园”项目成果展，并制作

了活动视频，展示项目过程与效果。活动得到了人民网、北

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社会反响热烈。

此项目实现了艺术教育的普及化和社区文化的活化，

成功地将艺术教育普及至社区层面，为更多居民提供了接触

和学习艺术的机会。这一举措显著提升了社区的艺术素养和

文化氛围，拉近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通过艺术创作及社区

美化活动，将文化与艺术元素有机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社区

文化景观。这种特色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提升了

社区的整体形象。

另外，项目注重师生、居民共同参与互动，通过多样

化的活动形式，激发了居民对艺术的兴趣和热情。丰富的活

动内容不仅提高了师生参与度，更增加了居民的满意度，形

成良性的高校与社区互动模式。

具体而言，此项目有效整合高校资源与社区需求，不

仅实现了学生专业技能与社会服务的结合，也为社区居民带

来了文化与艺术的滋养。艺术教育在社区的推广与实践，不

仅提升了居民的文化自信，更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活动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还为社

区居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和学习机会。此外，项目的成

功实施为未来高校社会实践服务和志愿服务艺术教育与社

区文化互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可借鉴的模式，推动了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3 构建艺术院校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
系的有效机制

通过对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社会实践与志愿

服务活动的案例介绍，总结出构建艺术院校社会实践和志愿

服务育人体系的有效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3.1 教育机制
课程设置：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实践课程，通过志愿者

参与社区艺术活动，将社会实践融入课程内容，增强了学生

学习艺术的目标感与实际操作能力，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体

验艺术教育的应用。

理论与实践结合：活动中的美育讲座和艺术创作为学

生提供了理论背景与实践机会，帮助他们理解艺术与社会实

践的密切关系，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

跨学科融合：综合参与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共同的

艺术创作和社区服务，增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多学

科知识的交融，丰富了学生的视野。

3.2 组织机制
实践团队：实践团队包括教师和学生，不仅增强了团

队的凝聚力，还促进了组织能力的提升。

校内外合作：项目通过与社区的合作，拓展了学生的

实践平台，将学校资源与社区需求有效结合，增强了实践活

动的社会价值。

3.3 资源机制
资金支持：项目的顺利开展得益于专项资金的支持，

为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提供了保障。

场地资源：活动在社区、学校和公共空间的顺利举办，

依赖于充足的场地资源，这使得活动具有实际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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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指导：邀请专业教师参与指导，提升了活动的专

业性和有效性，确保学生在创作中的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

3.4 培养机制
培训：对参与的学生提供艺术创作与社区服务的培训，

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导师制度：项目中每个部分有专门的导师为其提供指

导，促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与反馈，加深了他们的理解

与思考。

实习机会：通过与社区的深入合作，为学生争取实习

机会，增强了他们的实践经验与应用能力。

3.5 参与机制
班团骨干带头参与：项目鼓励学生骨干带动班级同学

集体报名参与，提升班级凝聚力，培养骨干组织能力。

多样化活动：通过设计包括送学活动、板报绘制、墙

绘创作、艺术体验课等多样化活动，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

需求，提高了参与度。

激励措施：通过项目成果展和媒体报道等方式，激励

更多学生参与实践活动。

3.6 管理机制
项目管理：建立明确的项目管理制度，合理分工，确

保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资源浪费和时间错配。

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平台发布活动信息，促进透明度

与参与的便利性，使得学生能够及时获取活动的动态。

风险管理：制定安全管理措施保障学生在社区实践活

动中的安全，降低潜在风险，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3.7 奖惩机制
奖励制度：通过给予成果展示、学分、证书等奖励，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与成就感。

评估反馈：定期对参与的学生进行评估，并提供反馈，

促进学生在活动中的成长与进步。

惩戒措施：对不遵守活动规定的行为进行适当惩戒，

确保活动秩序和参与的积极性。

3.8 评价机制
多元评价：通过自评和教师评价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估

学生表现，使得评估结果更具多样性和真实性。

成果展示：在项目结束时举办成果展，制作活动视频，

展示学生的作品和活动成果，增强学生的成就感与自豪感。

持续改进：根据项目的评价结果持续优化和调整活动

设置，确保教学和实践活动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4 关于探索智能化学习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
务活动结合的几点构想

进入新时代，元宇宙、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新科

技迅猛发展，新科学技术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生

活文化，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最大变

量”[2]。积极探索智能技术与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的结

合，开展在线参与和云互动式学习，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参

与体验应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以下是一些建议，旨在探索如何利用智能技术来提升

学生的参与体验。

4.1 智能化学习的引入
引入智能推荐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历史和兴趣，推

荐相关课程、资源以及适合的志愿服务项目，增强个性化学

习体验。

4.2 积极探索智能技术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使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通过 VR/

AR 技术进行模拟实践，创建虚拟环境，让学生在实践之前

可以进行模拟，提升他们的实际参与感。

4.3 智能移动应用
开发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应用程序：学生可以在应用中

查看志愿项目、活动安排、签到功能等，方便其参与。并引

入反馈和评价系统：通过移动应用收集志愿服务反馈，让学

生了解自己的贡献与实际影响，从而增强成就感和责任感。

4.4 开展在线参与和云互动式学习
开展线上课题讨论和交流平台：作为在线学习的一部

分，鼓励学生在网络论坛上讨论不同的主题，如艺术与社会

的关系、志愿服务中的具体案例等。

社会实践是艺术生艺术创作的根源，艺术创作深深植

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优质的艺术教育必然紧密联结并

融入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环节。缺乏深入社会、贴近生活的实

践，艺术作品将难以触及人心，失去其鲜活的灵魂与深刻的

内涵。正如古希腊雕塑艺术，它是对人类强健体魄的颂扬与

体育精神的追求；在中国的古代画论中也不乏提及艺术与现

实的关系，如隋朝的姚最在其《续画品》中提到“心师造化”；

明朝袁宏道在其《瓶花斋论画》中提到“善画者师物不师人，

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师者师森罗万象”[3]。因此，高校

应重视社会实践的组织与实施，全方位构建艺术院校社会实

践和志愿服务育人体系，是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实践平台、丰富实践内容、

加强组织与管理、强化评价与激励机制，艺术院校能够更好

地实现育人目标。未来，艺术院校应继续探索和创新，推动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的深入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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