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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即将结束，很多队员表
示，项目不会随着实践一同结
束。

哈大伟介绍说，项目组已经
在一所学校里建立了校园安全
屋，“安全屋的环境较为舒适和
私密，社工可以在此为学生开展
活动，希望安全屋模式能在全市
推广。”

除了看得见的项目成果，有
些项目结晶还在酝酿中。“电子地
图是我们一直想做的。”张晓清
说，团队目前正处于资料整理阶
段，下一步将设计出古书院的电
子地图，让人们走访时能更准确
地找到位置，也希望有更多人能
够关注古书院。“而且我们向往

这个项目能够一直做下去，继续
推动古书院的保护和书院精神
的传承，让后人也能见识到古书
院的魅力。”张轶帆说。

有人说，再见是为了更好
地相见。“老师，你什么时候再
来看我们呢？”实践队在亨渡小
学临走时，小朋友都非常不
舍。而且校长希望实践队下次
支教还来亨渡小学。这让王瑾
感受到了责任感与使命感，他
说，“支教需要延续性，我们这
次注意到学校里没有音乐课
程，希望后续能为这里建一所
音乐教室，同时培养实践队的
规模，这样每年暑假都能有队
员过来支教。”

95后一代大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

走得远、钻得深 用实地调研推动社会发展

东林书院、东南大学四牌
楼校区（国子监）、江南贡院
……暑假伊始，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就开始了“万里之行，文
化寻根——长江流域古书院建
制溯源”的调研。团长张轶帆
说，路线的设计是从上海出发，
沿长江流域自下游往上游行
进，是为溯源。

“期间我们去的地方，几乎
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7月
下旬，他们顶着高温，在这些城
市中调研走访。队员张晓清在
团队中负责摄影工作，需要双手
拿着照相机拍摄，她说，“天气太
热了，有的队员因为中暑，呕吐
腹泻，还有的发烧感冒，不过我
们还是坚持走完了这条路线。”

相较于吹着空调、查阅资料
这样舒适的调研方式而言，他们
更愿意在实地走访中触摸历

史。“今年是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废弃116年，古代书院至今已有
1000多年历史，保护和传承十分
重要。”张晓清认为，通过亲身体
验能获得更深入的感触，而只有
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
探讨保护和传承。

无独有偶，上海电力学院的
河源电亮青春梦实践队也放弃
了悠闲的暑期生活，他们一行
11人前往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
亨渡村开展了为期一周多的支
教活动。队长王瑾回忆说，队员
们去学校的第一天，因为刚下过
雨，校门前的小路很是泥泞，走
了很久。

而上海大学的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也选择扎根乡村一线，前
往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实地调
研“贫困村的凤凰涅槃——塘约
模式成功吸引外出人口返乡原
因探究”。

留在城市里进行实践的团
队也并不轻松。例如上海交通
大学“空巢青年”调研团队在寻
找调研样本时，就屡屡受挫。项
目组成员余雪介绍说，这一项目
旨在调研“空巢青年”的生活情
况，同时了解政府及相关组织的
配套“服务”，从而推进社会更好
地帮助这部分群体。“可是，很多
人听到‘空巢青年’这个词，就误
以为我们是要挖掘他们生活中
的负面情况，会有抵触情绪，所
以我们在沟通中尽量不会提及
这一字眼。”

为了寻找到“空巢青年”的
突破口，队员们开始从学长学
姐、实习公司、企业食堂和青年

公寓四个维度同时着手，多管齐
下。

余雪介绍说，队员先采访了
一些学长学姐，再通过他们，联
系到更多调研对象。为了避免
样本的单一性，他们更多地从其
他方式着手。譬如，同学直接在
自己实习的公司办公室和企业
食堂寻觅合适的调研对象。

此外，他们还想到前往青年
公寓找调研样本。“居住在青年
公寓的房客大多是在上海打拼
的青年人，符合‘空巢青年’状态
的人更为集中。”除了寻求公寓
管理员的帮助，队员们还直接在
楼道里等候青年人，寻找合适的
样本。

“潜入”公司“刨根问底”追到调研样本

学生们在为了项目成果而
付出努力的同时，自身也收获颇
丰。“这些村干部很不容易，将自
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村里，他们
非常有情怀，很像电视剧《人民
的名义》老检察长陈岩石。”现代
化的房屋、热情淳朴的村民、有
情怀的村干部都让胡碧璇对于
塘约印象深刻，她说，想以后再
去一次。正是有了这些在基层
默默奉献的人，人们的生活才能
越加美好。

目前，胡碧璇正在计划将这
个项目延伸，她说，“我的下一步
是好好学习社会学的专业知识，
真正用好学科的调研方法，完善
项目。”作为队长，胡碧璇感到自

己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建设能力
也进步了许多。

从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大量
提升的还有余雪，她在真正接触
了“空巢青年”后，发现不同于大
家想象中的消极状态，他们的生
活其实挺阳光积极的，甚至还有
一些社会的精英群体，虽然可能
目前无法购买房子，但他们都有
一颗愿意打拼的心。

余雪的家乡是青海，她说自
己在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可能
也会成为“空巢青年”，“我们希
望能把这份‘空巢青年’报告做
到最好，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
提供参考，能更好地为这部分群
体提供服务。”

在这些社会实践的项目中，
许多大学生除了深入一线，还结
合自己所学专业，开展学术课题
的延伸调研。

例如，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的哈大伟和三名同学
开展了“学校社会工作对校园欺
凌现象的介入模式探索”的实践
项目。哈大伟介绍说，这一项目
开始于今年5月，当时从网络上
关注到了青少年校园暴力事件，
该话题一度成为微博热搜，于是
开始考虑学校社会工作是否可
以防御和应对校园欺凌，便就这
一课题开展了暑期社会实践。

同样从学术课题延伸而成
的暑期实践项目还有“空巢青
年”调研组。这一学术小组去年
就开始着手调研。余雪介绍说，
当时学院组织了学长学姐经验
交流会，从中了解到很多人都有
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的阶段，社
会上存在着“空巢青年”群体。

“我们行政管理专业就是要关注
民生和社会热点，所以选择从这
一话题切入。”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空巢
青年”规模和群体特征之后，他
们在这次暑期实践中，将目光聚
焦于上海，对为“空巢青年”在大
城市生活工作所能提供的社会
支持进行实践调研，包括对社会
机构、政策实施等情况进行深入
了解。

不同于以上学术性较强的
调研课题，古书院朔源项目组与
队员们的不同专业都有关联。
张晓清介绍说，两位队员的专业
是文化产业管理，而古书院作为
一种文化遗产，团队在调研现状
的基础上，还要探究其所具备的
学术精神传承作用。对于设计
专业的队员而言，可以利用专业
所长制作古书院的电子地图，而
传播学的同学则负责本次实践
活动的新闻稿撰写。

紧密关联所学专业 实践中做“学者”
张晓清告诉记者，在考察古

书院前期，队员们咨询了文化遗
产开发方向的专业老师，了解注
意事项。再上网搜集文献，整理
相关资料，就当地对文化遗产的
开发利用情况做了初步的统计
和了解。

虽然前期进行了充足的准
备，但在参观了众多古书院后，
张晓清感到自己对于古书院的
认知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她说，
位于湖南的岳麓书院保护得很
不错，因为坐落于湖南大学，学
生也会在此举办活动，再加之前
来参观的众多游客，人气较为旺
盛。而有些书院却显得有些“落
魄书生”的感觉，“本以为当地会
精心保护书院，但同学们参观时
发现，很多地方对书院的保护力
度一般，游客也多是到此一游，
对于陈列的展品和介绍走马观
花、一带而过。”

张晓清说，书院精神是中国

所特有的，看到这样的现状，自
己产生了一种想去改变的念
头。从文化遗产开发的角度而
言，她认为书院的文创产品还较
为单调，多是明信片、扇子等老
套的纪念品，“像故宫的文创产
品就很前卫，其实书院也可以推
出一些印花胶带，应该会受到手
账爱好者的欢迎。”

胡碧璇也被实践活动点燃
了专业热情，即将升入大二的
她透露说，学校对大一学生采
用的是大类教学方式，到大一
结束时才细分专业，“所以我虽
然学习的是社会学专业，但对
于学科的专业方法并不熟悉，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指导
老师说，以我们目前的水平，能
够做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
了。”她表示，自己在实践过程
中，对社会学的认识更为深入，
而且也对接下来的专业学习充
满期待。

精进学术 因实践项目点燃专业热情

电子地图、调研报告……成果多样 不只是付出 成员自身收获满满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暑期社
会实践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各方
面的保障。随着相关鼓励机制
日趋成熟，各个高校都会为暑期
社会实践项目提供一定的资金
补贴。

上海政法学院的项目“寻雷
锋足迹，探寻真正的志愿者大爱
精神”，需要途径沈阳、鞍山、铁
岭和抚顺四座城市。上海政法
学院国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张
丽艳介绍说，经过公开答辩论
证，学校团委将该项目立项为学
校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
目，立项经费为6000元，用于整
个项目的宣传、总结以及项目开
展，而活动路费，则由项目成员
各自承担。

除了资金保障，导师的点拨
有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在这一项目中，张丽艳和辅
导员项斐就全程和团队一起参
与实践，辅导队员。

同样，胡碧璇的实践团队也
在老师的指点中找到方向。她
告诉记者，自己最初想开展与留
守儿童有关的实践项目，而造成
留守儿童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乡
村的人口流失，只有乡村人口回
流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项
目的指导老师耿敬建议她找寻
乡村人口回流的案例，探索案例
背后的逻辑。

塘约正是吸引大量人口返
乡的乡村，而塘约模式也成为了
社会关注的热点。于是，胡碧璇
将塘约模式作为此次暑期实践
的主题。她说，“耿老师会给我
们一些专业上的建议，很有指导
意义。”

学校给予师资、资金双重保障
除学校支持之外，实践团队

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资源整合
能力，竭力争取社会资源、社会
组织和企业资源的帮助。

“指导老师帮我们对接了阳
光青少年社区事务中心。”哈大
伟介绍说，阳光中心在居委和学
校都设有社工点，队员可以通过
中心了解居委和学校的情况，并
经他们推荐，接触项目的服务对
象，开展实践。

在项目中，队员采用个案辅
导、小组工作活动等方式为受到
校园欺凌以及有校园暴力倾向的
学生开展心理辅导和认知训练，

“希望他们可以明白什么是对的，
同时快速有效地调整。”

同时，该项目还链接了团区
委和检察院等多方资源。哈大
伟透露说，项目最后，团队会和

专业机构及政府部门共同将项
目成果进行转化。

此外，电亮青春梦实践队还
与中国南方电网超高压输电公司
合作，开启了校企合做模式。

队长王瑾介绍说，他去年参
加了南方电网参与举办的活动，
在交流中得知，亨渡村是该企业
的精准扶贫点，并且他们一直想
在当地开展支教活动，而王瑾也
建立了一支公益团队，于是双方
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到亨渡村开
展支教活动。

120套图书、600多套学习用
品和4000多元善款是电亮青春
梦实践队入选“同愿计划”，登陆
腾讯公益后，募集到的爱心物
资。这场支教活动，不仅凝结了
队员的爱心，还包含了企业和社
会爱心人士的力量。

对接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

战40℃高温 走泥泞乡村路

暑期已进入尾声，大学生们奔赴全国各地的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也告一段落。青年报记者深入采访多
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发现，这个盛夏，95后的大学生
们舍弃舒适的空调房，战高温走泥路，在公益实践中，
关注国家进程，提升专业能力。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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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深入乡村进行调研。 本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