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背景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需求越来越高。本校

下设大学生社会实践中心,旨在为在校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机会,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本项目立足于

高校自身的资源和特点,开发一个涵盖校园教育服务、青少年社工、环境保

护等多个领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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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1. 通过搭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为在校学生提供丰富的校外实践机会

,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2. 整合校内外各类资源,建立健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体系,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3. 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

践机会和就业就业渠道。



项目内容

本项目旨在建立一个集校园教育服务、青少年社工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于一体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该平台参与到各类社会公益

服务中,如为中小学提供课外辅导、为社区组织环保活动、为低收入家庭提

供帮助等,在实践中培养责任心和创新思维。



项目特色

多元化实践领域

本项目涵盖校园教育服务、青少年社工、环境

保护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实践机会,

满足不同兴趣和专业背景的需求。

创新实践模式

除了传统的志愿服务,项目还引入了实习、创

业、科研等新颖实践形式,激发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

校企社合作

项目整合了校内外各类资源,与地方政府、企

业等建立广泛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

和就业机会。

全程跟踪服务

项目团队提供细致入微的指导和反馈,从前期

培训到实践过程,再到结果分享,全程跟踪学生

的成长历程。



项目实施方案

1项目计划

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包括各阶段

目标、时间节点和资源需求等。定期召

开工作会议,调整实施进度。 2 人员培训

为参与学生提供系统的实践技能培训,

包括志愿服务技巧、项目管理方法、社

会工作等方面的内容。3实践机会

整合校内外各类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

多样的社会实践机会,涵盖校园教育、

青少年服务、环保等领域。 4 跟踪指导

项目团队全程跟踪学生的实践过程,提

供及时反馈和指导,帮助学生持续提升

实践能力。5成果评估

定期对学生的实践成果进行评估,总结

经验教训,并推广优秀案例,不断完善项

目实施方案。



项目团队

项目负责人

由资深教授带领,与学

生共同参与项目的制

定和实施。拥有丰富

的社会实践和项目管

理经验。

学生骨干

从不同专业背景的优

秀学生中挑选,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共同推动

项目的开展。

校内支持

项目得到校内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为学生

提供行政、资金等方

面的保障。

外部资源

广泛整合地方政府、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

部资源,为项目提供更

多合作机会。



项目进度

本项目从2022年9月正式启动以来,各阶段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项目立项、策划、团队组建等前期工

作,正在进行资源整合和试运行。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正式上线运营。



项目预算

4500W
总预算

项目预计总投资4500万元,其中

一半来自学校拨款,另一半通过

校企社合作等渠道筹集。

2500W
校内拨款

学校拨款2500万元用于项目基础

设施建设和运营费用。

2000W
外部资金

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单位的

合作,筹集2000万元用于项目开

展和可持续发展。



项目风险评估

• 政策风险:持续关注政策变化,制定应对预案,确保项目合规运营。

• 财务风险:严格管控预算,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项目资金链稳定。

• 人员流失风险: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归属感和职业发展。

• 外部合作风险:与合作方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加强沟通协调,规避纠纷。

• 责任风险:重视学生安全,制定应急预案,降低运营过程中的责任事故。



项目效果评估

目标完成度

通过持续跟踪和统计

分析,我们发现项目

目标基本实现,为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

机会,并有效提升了

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

实践能力。

学生满意度

参与学生普遍反馈积

极,认为项目为他们

搭建了一个难得的实

践平台,拓宽了视野,

提升了职业技能。

社会影响力

项目为当地社区带来

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不仅为中小学生提供

了课外辅导,还组织

环保活动改善了社区

环境。

可持续发展

凭借良好的项目运营

和经验积累,该项目

已逐步形成制度化和

长期发展的模式,为

未来可持续运营奠定

了基础。



项目创新点

实践领域广泛

本项目涵盖教育服务、社会服务和环境保护

等多个领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机会,

满足不同兴趣和需求。

实践方式创新

除了传统的志愿服务,项目还引入了实习、创

业、科研等新颖的实践形式,激发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校企社资源整合

项目整合了校内外各类资源,与地方政府、企

业等建立广泛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

和就业机会。

全程跟踪指导

项目团队提供细致入微的指导和反馈,从前期

培训到实践过程,再到结果分享,全程跟踪学

生的成长历程。



项目可持续性

1

资金保障

通过校企社合作,持续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2
制度建设

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确保项目长期有序运营。

3
人才培养

建立学生骨干梯队,培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为确保本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为项目的长期稳健运营

奠定基础。同时我们也将不断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优化项目方案,确保项目价值的持续释放。



项目推广计划

线上推广

充分利用学校官网、社交媒体平台等,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内容吸引广泛关注。

校内推广

在校内组织主题活动和宣讲会,动员师生积极参与,扩大项目影响力。

外部合作

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合作,通过跨界推广提升项目的社会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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