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群团改革的大背景下，

田家炳中学团委引导高中各

支部成立“团青”小组。每组

保证有 1 名以上的团员同学，

一方面提升团员带头作用，另

一方面可以以点带面，形成良

性的网格结构，责任到人，提

升实践效果。

通过“导师制”，建立导师

与同学的实践成长记录，通过

导师的引导与帮助，突出学生

主体的实践模式，发挥主观能

动性，导师负责监督与帮助。

同时，团委积极搭建实践平

台，丰富实践内容，提升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避免

功利性的社会实践。

突出学生自主管理意识，

将自主管理逐渐内化为学生

的自觉行为，达到提高实践效

率的积极作用。同时，在社会

实践中可以逐步从“志愿服

务”类向“实践体验”类到“项

目化”的社会实践转型，为学

生提供不同实践岗位，接洽学

生生涯规划。

与传统的社会实践活动

相比，现阶段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综合素质改革的大背景下，

充分结合教学实际和社会实

际，满足现代教育体制的需

求。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

方式都与社会实践活动息息

相关，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

践，学生们能够锻炼创新能

力、领导力，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实践体验进一步提高自

身的社会责任感。

建立社会实践活动德育课程一体化课程机制，形成田家
炳中学民办完中体制下的纵向初高中衔接的德育一体化，实
现实践育人的价值目标，提升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获得
感。以德育一体化课程为载体，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
动作用，形成横向的德育一体化，提升社会实践辐射作用。

[开展目标]

田家炳中学积极夯实机制保障，搭建多元实践平台

引导志愿服务从活动向项目转型
在社会实践中，田家炳中学积极夯实机制保障，搭建多元实践平台，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校级监管、
年级推进、班级分工层层落实。在实践中，依托团委、学生会组织，成立

“团青”小组，建立“导师制”，实施组长负责制。提升实践中学生“自主管
理”意识，融合多方资源，搭建多元实践平台，实施“项目化”实践载体，提
升学生实践中的研究、学习意识。结合学生生涯规划，实现实践育人，让
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获得感，提升学校社会实践辐射作用。

多维结合 多方联动

田家炳中学社会实践活动
基本上可以分为课程计划内的
社会实践和课程计划外的社会
实践。课程内的社会实践是学
校根据教育教学的要求，组织学
生开展或学生自己开展的，有一
定教学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
该种社会实践活动与教学目标
内容息息相关，主要的形式有校
园劳动、校内文化活动、军训、学
农、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课程计划外的社会实践主要以
学生为主，更多体现学生的自主
能力与意识，包括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参观寻访等社会实践活
动，也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课
程计划外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时
间、形式、内容都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自主意识的空间，使学生提
升能力、开拓视野，更多地了解
社会。

依托上海市红色场馆教育
资源，通过高中团支部与初中雏
鹰假日小队结对，建立“大手牵
小手”团建带队建实践寻访活动
机制，突出学生自主管理意识，
将自主管理逐渐内化为学生的
自觉行为，达到提高实践效率的
积极作用。同时，整合资源，开
发多个志愿服务岗位，建立“志
愿者精神”等课程体系，开展研
究性学习等社会调查活动，通过
开展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逐渐
形成社会实践“项目化”的实践
体系，逐步提升实践活动的内
涵，提升学生的观察意识、研究
意识与学习意识。

基于田家炳中学团委与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团委合作共建
的“社会实践大课堂”，建立“导
师聘请”制，以初高中学生结对
分组，形成研究性学习团队，开
展相关的研究性学习项目，建立
初高中实践活动德育课程一体
化体系。

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家庭、
学校、社会三方联动，建立横向
的德育一体化机制，并通过实
践活动育人育心，使学生“从做
中学”，感受社会氛围，服务社
会、回馈社会，提升社会实践辐
射作用。

吸纳造就 常做常新

除了常规的志愿服务，田家
炳中学也力求在各类志愿服务中
将服务常做常新。首先是机制创
新，建立上海田家炳中学《青田》
志愿服务手册，为学生建立志愿
服务过程性记录，从多角度建立
服务专栏，其中包括服务感悟、志
愿服务“微”报告、服务掠影等多
个项目。以创新机制、创新记录
载体为依托，全方位服务广大志
愿者，做到雁过留痕，服务有记
录、服务有成效，更突出了志愿服
务工作的“主动意识”。志愿服务
不仅仅是志愿者服务于广大受众
群体，也更是志愿者们在志愿服
务中自我服务，自我提升，自我发
展的有效载体。

通过《青田》志愿服务手册
记录，仅仅一个暑假，田家炳中
学“青·田”志愿者们就参加了共
包括8期爱心暑托班、11期街道
居委会志愿服务、7期活动中心
志愿服务以及6期医疗志愿服务
活动。包括志愿者共计232余人
次，服务时长总计 490 余小时。
真正做到了利用暑期实践时间
服务他人、服务社区、回馈社会，
从热爱身边的家园开始，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

同时，田家炳中学也积极参
与静安区团委、教育团工委、静
安区卫生健康工作委员会共同
开展的“筑梦星光”——静安区
中学生诊间志愿服务项目，进一
步推进探索学生在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领域的新模式。截至目
前，田家炳中学“青·田”志愿者
共开展“筑梦星光”6余场次，诊
间服务近3000余人次，参与的志
愿者共计220余人次，服务总时
长近百余小时。得到了医生、患
者的广泛好评。

德育智育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
久文明和灿烂文化，从“乐善好
施”的千年古训到“助人为乐”的
雷锋精神，都传递出一种奉献、
互助的志愿精神。志愿服务可
以说是学校社会实践重中之重
的工作。校社会实践主要以志

愿服务、寻访体验、参观活动等
为主。田家炳中学在志愿服务
中主要与芷江西路街道、临汾路
街道、彭浦新村街道等多个街道
合作共建，搭建学生的志愿服务
平台，目前田家炳中学有包括临
汾活动中心、市北医院、和养临
汾养护院、临汾彭浦新村邮局、
阳曲路760居委等在内的实践基
地20余个，涉及近40余服务岗
位，目前可以充分满足学生志愿
服务的需求。

基于民办完中德育课程一体
化建设，田家炳中学围绕纵向的初
高中衔接，开展了“踏红色足迹 品
历史之味”——大手拉小手寻访红
色足迹社会实践活动。活动通过
高中团小组与雏鹰假日小队结对
的形式，团员、队员共同参观爱国
主义教育场馆，观看红色电影，拜
访革命后代，到革命历史遗址、革
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先辈纪念馆、
烈士陵园等场所参观。红色场馆
寻访活动使我们更加了解民族的
伟大成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
化，抒发学生爱国热情，在历史的
长河中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协调统筹 量体裁衣

田家炳中学团委积极与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团委共建，形成

“社会实践大课堂”合作机制，聘
请上海大学的教授、老师、博士
生、研究生等为指导教师，在导
师聘请制的建立下，学生以初高
中学生结对分组，开展以“研究
性学习”为载体的社会实践调研
活动。

“社会实践大课堂”主要分
为校内、校外两种课程模式，针
对预备、初一年级学生主要以校
内授课为主，形成项目研究意
识，确定研究性学习的方向与理
论基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
以校内校外授课相结合，有了基
础的理论知识为指导，学生们以
结对形式建立研究团队，开展校
外的实践研究活动；而高三年级
在前期的培训、实践研究的基础
上开展课题答辩或展示活动。
通过“社会实践大课堂”的实践
模式，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初
高中德育课程一体化的建设与
衔接。 林桂人/文

2015年起，《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公布。上海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实施以后，在市教委、市校外联各相关单

位全力支持下，在社会实践中，田家炳中学将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数据在实践平台上规范录入。其中，初中学生在“上海市初中学生社会实践电子记录平台”

中记录，包括学生社会实践的类别、时间、内容、基地/场所（项目）、课时、获奖情况等信息，相关实践数据对接至“上海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系统”；

高中学生在“上海市学生社会实践信息记录电子平台”中记录，包括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项目内容、次数、累计时间、达标情况、受表彰的次数或在志愿服务

中形成的调查研究报告及成果，学生的志愿服务的累计学时和受表彰记录最终会导入上海市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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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障]

成立“团青”小组 通过“导师制”

学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