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2025年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实践工作流程

一、实践筹备阶段

（一）组建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

4月，在校团委和学院党委领导下，由学院团委牵头组建社会实

践工作组，负责配合校团委做好本学院社会实践的具体管理和教辅工

作。

（二）“揭榜挂帅”

4月上旬，社会实践工作组将面向全校各职能部门广泛征集选题，

将党建思政工作、科研需求痛点与学生实践有效结合，与出题单位共

同做好相关团队选拔工作。同时，结合年度教育教学要点，校院共同

设计遴选一批思想性、前沿性、应用性较强的选题，着力打造在全国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实践品牌。

（三）重点选题申报

4月上旬，社会实践工作组将面向全校各培养单位广泛征集选题，

鼓励各培养单位将专业知识与学生实践协同设计，同时与学校团委共

同做好相关团队选拔工作。尤其鼓励各培养单位通过选题设计，引导

学生将专业所长、科研创新成果在实践中深度应用，或通过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撑。

（四）开展社会实践理论授课

4月至5月，开设“社会实践概述与选题”“社会实践策划、申报

与开展”“社会实践的AI赋能思路及案例”“社会实践方法与技能”

和“社会实践总结与成果转化”五讲的理论授课，总计10学时，作为

2024级本科生及补修学生必修环节。其他拟参与暑期社会实践同学可



自行选听。同时，校团委将针对实践重难点组织专项授课、分享、沙

龙等，各学院也可根据学院特色和需求开展相关教学。

（五）学生自主组队

理论授课第三讲结束后，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可通过召开双选会、

线上宣传等形式招募组建实践团队。学生在拟组建实践团队前，需初

步确定选题，确定1位团队负责人、1位指导教师、1位高年级指导学

长，而后报学院工作组审定，学院工作组同意立项后，团队方可招募

队员。实践团自媒体账号，须向学院工作组报备后方可使用，每次发

布内容前须经指导教师和学院工作组审核。

（六）团队线上申报及审核

5月中旬，开放社会实践管理信息系统。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管理

信息系统完善个人信息，申报团队项目。5月下旬，社会实践课程组

和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对个人信息、实践选题策划、日程安排、安

全保障、财务运用等内容进行院、校两级的一次和二次审核，通过课

程组审批后，方可正式开展实践。

（七）实践安全保障

6月中下旬，做好社会实践安全保障“六道防线”。学校社会实

践课程组将为全体实践学生购买短期意外保险。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

依据团队项目内容，做好团队安全研判工作，包括组织出发前的集体

安全教育，组织全体实践学生签订《安全承诺书》，发放《致家长的

一封信》等，牢筑“六道安全防线”。

（八）发放社会实践物资

7月上旬，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对成功立项的实践团队召开队长

培训会，发放社会实践相关物资，包含社会实践T恤、小博士公仔、

团队实践旗帜、小博士U盘、团队介绍信等。



二、外出实践阶段

（一）实践过程监督

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依托“社会实践课

程网”“社会实践管理信息系统”“企业微信”线上平台进行外出实

践过程的监督管理。实践团在外出实践过程中依托线上平台完成每日

定位打卡。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安排暑期值

班，在学生外出实践期间做好每日联系工作，及时解答学生在实践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落实外出实践过程的监督保障。

（二）实践过程宣传推广转化

学生外出实践过程中，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配合校团委实践部，

引导学生积极运用各类宣传渠道和新媒体手段，扩大社会实践的影响

辐射范围，对于团队自媒体账号必须严格把关审核。团队在实践过程

中，关注“北科大青年”系列平台（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

号、小红书等）、“北科大实践志愿小博士”（微信公众号）、“北

京科技大学微博协会”（微博账号），一是通过“随手拍”和“微感

悟”的形式反映、记录、宣传团队实践过程，参与“#实践绘就最美

青春#”“#北科实践最青春#”微博话题讨论，并“@北科大青年”“

@北京科技大学微博协会”；二是经学院工作组审核推荐，将优质微

视频、微电影、团队事迹推送报送至校团委实践部，在“北科大青年”

系列平台和“北科大实践志愿小博士”微信公众号发布；三是积极参

与共青团中央“三下乡”“返家乡”、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及

团市委、教工委、北京学联相关平台投稿，有效拓展成果收获与展现

渠道；四是积极参与各类论文、视频、图片、研究报告、实践感悟等

评比活动，争取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及省

级电视台、报纸等各类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三、实践总结阶段

（一）材料报送

9月上旬，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收集报送学生实践课程成绩评

定材料至校团委实践部，包括以下四类：①团队答辩PPT；②“微电

影”视频短片；③社会实践总结材料，含报告、登记表、论文、服务

事迹等（总结材料模板见附件4）；④社会实践照片。

（二）成绩评定

9月中旬起，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协调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组

织团队答辩。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组织教师进行学生实践总结材料的

评阅。团队实践成绩的各项占比为：理论授课占10%，团队答辩占20%，

社会实践总结材料占50%，“微电影”视频短片及社会实践照片占15%，

团队成员互评占5%。个人实践成绩的各项占比为：理论授课占10%，

社会实践总结材料占75%，“微电影”视频短片及社会实践照片共占

15%。

（三）评奖评优

10月，各学院社会实践工作组组织团支部开展“暑期归来话实践”

主题团日活动，活动中学生交流实践经验、分享实践成果、推选社会

实践先进个人。11—12月，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采取“个人自荐、学

院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社会实践领航人、十佳标兵、优秀团队、

先进工作者、优秀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等荣誉称号的评选活动。

（四）实践成果转化

学校社会实践课程组搭建成果转化平台，评选优秀学术论文、优

秀科技成果、优秀调研报告、优秀微记录短片（微电影）、基层服务

典型事迹、优质摄影作品、优质媒体报道等。对于实践成果丰硕的社

会实践项目进行精品成果培育转化，推荐参与上级单位相关评选，推



荐参加“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相关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