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年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选题指南

聚焦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

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和我省工作实际，坚持“安全第一、就

近就便”原则，坚持统一安排和个人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

合，主要以线上形式开展宣传教育、社会调研为主，探索“互联

网+社会实践”新模式。2020 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参考选

题如下。

1.“坚定制度自信 绽放青春之光”——重走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路专项实践活动。鼓励、组织青年学子在不忘初心重走

时代之路中调研社会民生发展、产业升级建设、精准扶贫开发、

环境保护改造等，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深入实践地了解

并感受习近平总书记本次来陕考察的寓意与内涵，结合专业知识

和所见所闻有所总结思考，带领我校广大青年学生带着信仰、责

任和感情，深刻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眼光和为民情怀，自觉

用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2.“倾听禁毒声音·共创绿色家园”青少年法治禁毒防艾宣

传教育专项实践活动。组织动员有关专业志愿者团队开展法治禁

毒防艾在线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互联网及融媒体等，开展《宪

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



线上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开展禁毒防艾线上调研和公益宣

讲，推送相关宣传教育信息资料，拍摄创作和广泛传播漫画、动

画、微电影、海报、微视频以及舞台剧、艺术小品剧本等文创产

品。

3.“五位一体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成就观察专项

实践活动。组织动员学生团队结合专业所学和兴趣从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领域任选其

一，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五大领域政策举措、发展

现状和历史成就开展云调研。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网络文化新形态、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开展社会观察

和国情调研，通过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在切身感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中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

4.“绽放战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疫情防控专项实践活动。

以学生专业技能为依托，在科学精准有效的防控措施保障下，鼓

励学生参与社区防控排查、疫后心理疏导、医护子女辅导、便民

利民服务等活动，为战胜疫情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开展

战疫故事云分享活动，用党领导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生动

实践，引导广大青年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和优越性，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6.“一带一路”沿线调研专项实践活动。深刻领会习总书记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

想，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

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

边缘迈向前沿。鼓励学生围绕“一带一路”主题，各专业找准与

“一带一路”的契合点，设计可行性方案，开展专项实践活动。

7.“万名学子扶千村”助力脱贫攻坚专项实践活动。鼓励广

大学子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结合专业特色，围绕人

才扶贫、教育扶贫、技术扶贫、产业扶贫、公益扶贫、农业扶贫

和城乡手拉手等七条主线，突出扶志、扶智、扶技，重点赴学校

扶贫工作对口单位洛南县、丹凤县、山阳县等地开展教育扶贫、

智力扶贫和科技扶贫等志愿服务活动，深化“互联网+扶贫”模

式，通过政策解读、实地调研、电商带货、医疗扶持、云宣讲、

云培训、云推广、云支教等活动，形成调研成果，助力地方文化、

教育、产业、环境发展，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助

力当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活动结束后，将对优秀组织单位、团队

和个人进行表彰，结果纳入学校“双百工程”年度考核。

8.“青春聚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专项实践活动。组织

学生实践团队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通过在线访谈调研等方式，了解服务地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路、具体举措、存在的问题，探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好办法、好措施，提出合理的意见

建议，为制定未来发展规划建言献策。动员鼓励在乡大学生开展

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三农、青年工作、基层社会治理等领

域的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9.“情暖童心”关爱留守儿童专项实践活动。以个人实践为

主，鼓励返乡大学生到“留守儿童之家”“青春驿站”“青年之

家”等综合服务平台阵地，围绕学业辅导、日间照料、安全自护、

心理疏导、文体活动等内容，开办暑期班、兴趣班、乡村流动少

年宫等公益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等提供帮扶关爱。鼓励部分实

践支教队、研究生支教团等继续对已经建立长期支教帮扶机制的

学校开展云支教活动，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开展在线课程教学、疫

情防控健康知识普及、战疫故事宣讲、人文艺术教育等主题云支

教活动，助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10.“寻访杰出校友，助力学子成长”专项实践活动。鼓励

学生能够利用此专项社会实践，走访我校各地杰出校友，从校友

的个人发展经历与社会发展领域中借鉴学习，学习校友扎根基

层、艰苦奋斗的人生历程与成长梦想，形成校友传记及个人职业

生涯规划，树立个人志向和发展方向，也由此获得一定的社会资

源和发展平台。

11.“凝聚时代青春力量·当好秦岭生态卫士”秦岭生态环

保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我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工

作部署，组建秦岭生态环保实践团，通过新媒体等手段，对党中

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和秦岭作为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生物基因库、天然博物馆等的重要地位进行宣讲，就当前

秦岭保护现状、生态系统修复、垃圾分类等方面开展在线调研、

方案设计、环保宣传教育等活动。

12.“助力创新创业”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利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机遇，抓住“科技育人、创新驱动”

的主线，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实习实训、创业实践、学术交流、

科创赛事等活动。全力集中开展“挑战杯”科技创新项目和暑期

科研实践活动、实践创新训练等，积极提倡广大学生结合专业特

色，发挥学科优势，开展各类专业实习、课程调研、项目攻关等

科技创新类实践活动，服务社会。引导学生向梦想冲刺，就要把

握时代的潮流、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创造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备战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项目，

可参考“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部分选题。

13.其他实践活动。除以上专项实践外，鼓励学生个人或学

生团队关注社会焦点，充分认知国情。发挥青年学生的热情去服

务社会，投身实践，增强能力，发扬专业特长，并以独特的视角，

丰富实践的选题，创新实践项目的形式与方式，开展别具一格的

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