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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专业社团建设探索①
——以江苏医药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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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江苏盐城224006)

[摘 要】大学生专业社团结合了专业与社团，既可以培养学生的业务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越来越受到重

视。高职院校大学生专业社团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社团的功能效果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寻求解

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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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是依据共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追求，在自觉接受学

校管理规定的基础上，自愿结成的各类学生群体性组织，具有自

发创建性、运作自主性、目标指向性、鲜明开放性、群体广泛性、

组织多样性等特点。学生专业社团是指高校内由一群有志于某

一学科专业或某一研究方向的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与兴趣自愿

组织而成的学生群众性团体。高职院校专业社团具有专业性、职

业化、实践性的特点，在增强学生的实践技能、丰富课余生活、补

充课堂学习的基础上建立的，旨在为广大学生提供专业交流、实

践操作、展示自我的平台，以此增强学生的全面发展，推动素质

教育建设，吸引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渴求的高职生参与，成为高职

生进行专业实践的“第二课堂”，逐渐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重要阵地。

本文以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大学生专业社团为研究对象，对

天使之翼美容协会、急救社、康复保健协会、医疗维修社、柳叶

社、“御草园”中药社等8个专业社团进行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和访谈的方式，问卷调查共发出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6份，

内容涉及参加专业社团动机、社团活动组织和社团发展等方面的

一些看法，从而分析大学生专业社团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解决对策。

一、大学生专业社团运行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指导

社团的管理大多数学校都挂靠在团委，因为人员、资金等多

方面的原因，而团委只能给予面上的管理和非专业性的指导，然

而专业指导对专业社团运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专业社团

区别非专业社团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通过调查，大部分专业社

团得不到充分的专业教师指导，更多的是挂名不指导或被动指

导。究其原因一是对专业老师指导社团没有硬性要求，缺乏激励

措施，专业教师积极性不高；二是当前高校“职称为王”价值导向

下．繁重科研和教学任务，使专业老师心无旁骛，有心无力。在对

指导教师指导情况的调查中，有10．63％的指导老师表示愿意指

导社团且认为有意义，16．48％的指导老师表示指导社团是为了

满足职称评审要求，72．89％的指导老师表示指导社团并非本职．

被动指导。

(二)社团活力不够

举办“有意义、有意思”的高质量活动是社团永葆影响力和

吸引力的关键。目前高职院校专业社团活动多停留在专业性不

强的文体类、联谊式活动上。大部分的社团活动处于自娱自乐，

缺少与社会、行业的交流，活动的开展仅限于传承，缺少创新，

高质量、高层次的活动少，品牌活动更无从谈起，无法激发学生

的参与兴趣，不能满足学生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要

求，容易出现社团成员低年级化现象。在麦可思数据公司对我校

2016届毕业生对社团活动满意度跟踪调查显示：有9．35％的社

团成员表示非常满意，32．73％的社团成员表示基本满意，57．92％

的社团成员表示不满意。根据调查，62．64％的学生在一年内就

不再参加社团活动，自动退社了，参加两年社团活动的学生仅有

23．5l％。

(三)专业社团保障不足

任何活动的开展都需要资金的支持，特别是专业社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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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句：大学生专业社团是锻炼学生专业素质能力，提高学生职业素质水平的重要阵地，是专业课堂的有力补充。

专业设备、场地和耗材。目前社团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学校拨款、

社员会费和企业赞助。高职院校资金有限，对社团的投入有限。

为了避免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许多专业社团多是零会费或

者象征性会费。企业赞助由于专业社团与企业不对等，且社团对

企业贡献不大，因此一般很难争取。专业社团需要固定的场所开

展活动，进行技能学习和训练，但是由于学校学生多场地少，并

不能保证专业社团的固定场所和正常开放使用。这就造成很多

专业社团的专业活动仅仅停留在计划表面，无法真正实施。在对

社团经费是否充足的调查中，通过与社团干部访谈了解到，有大

约60％的社团经费来自学校，40％的社团经费来源于学生筹集和

社会赞助。大多数活动由于缺乏稳定经费和固定场地，这极大地

影响了社团的发展。

(四)社团管理不规范

科学规范的管理是保证社团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笔者结

合所在学校实际和多年工作实践，发现在社团申请、负责人遴选

和培训、社团考核和监管等方面都存在缺少制度化和规范化，或

未能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容易出现“社团申请积极，活动开展消

极”；社团负责人更换随意甚至出现“禅让制”；社团财务管理混

乱，未能严格执行财务规范；换届台账资料无交接，出现负责人

换了，社团从零开始；社团有考核无奖惩，考核内容、评价主体单

一，未能做到分类多元考核。在对社团监管考核情况的调查中，

有19．13％的社团成员表示非常满意，34．52％的社团成员表示满

意，46．35％的社团成员表示不满意。

二、高职院校专业社团的建设与发展对策

(一)建立制度保障

专业社团是学生专业学习的实践阵地与第二课堂的延伸，

强调知识、技能和实践相互渗透，重视会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

养，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学校应出台相

应的制度要求和鼓励政策，一是要求一线教师特别是技能突出

的教师主动参与专业社团的指导和建设，变“软约束”为“硬要

求”，优秀指导教师在评奖评优和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倾斜；二

是把行企业的“能工巧匠”“专家”请进来，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

生参与社团活动；三将专业社团建设纳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的整体统筹考虑，加大资金投入和场地建设，同时鼓励学生社团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获取外来资金的投入；四是鼓励专业社团“走

出去”，让社团活动和行业、社会、企业的实际需求有机结合。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团活动的持续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主动对接

社会和岗位需求，不断调整社团的发展目标和定位，同时帮助会

员明晰自身的努力方向。

(二)加强规范管理

一是做好制度建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做好社团管理的

顶层设计，包括社团申请、财务管理、负责人聘任、考核等一揽子

制度规定；二是加强监管和考核。团委和挂靠单位注重社团指导，

例会制度正常化，做到社团管理过程化，数据实时采集，多元主体

考核；三是加强社团干部培养。做好社团干部“传、帮、带”，每个

社团成立团支部，加强对社团干部和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对社团干部管理规范、工作方法、沟通技巧等专题培训，明确社团

干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目标，切实提高社团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业

务能力。

(三)打造活动品牌

缺少品牌活动的社团是没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也缺少发展

后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是坚持活动项目化管理，不断提升专

业社团活动层次，以发挥学生在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为基本出发点，

以专业社团为单位，自主设计和申报有益于学生成长。二是坚持

技能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近年来，学校依

托大学生青创社、就创协会，发挥专业优势，培育和孵化项目，组

建创业团队，在“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等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中获得优异成绩，也给专业社团发展开辟了一条“技能+兴趣+

竞赛”的有效发展路径。

三、结语

大学生专业社团是锻炼学生专业素质能力，提高学生职业素

质水平的重要阵地，是专业课堂的有力补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大学生专业社团反映了学校专业发展水平和学生专业素质能力。

提高大学生专业社团建设水平，需要学校管理层、专业教师和学

生共同努力，提高对专业社团的重视程度，使专业社团在学校专

业管理、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提高方面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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