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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要接受方式，这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代表大学生
的实际技能，往往难以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
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接近社会和自然，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和许多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使他们能够把
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接触的实际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把抽象的理论知识逐渐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有利于各专业的同学了解本专业知识的发展方向以及现今各行业的发展动
态，有利于同学们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
有利于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增强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以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了解知识，激发学生思维。
实践是培养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引导学生走向社会的一座重要桥梁。
　　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个人素养，完善个性品质。
社会实践活动是考验大学生修养品性的良好环境和天然土壤。
在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面前，大学生养成的“娇、骄”二气会得到克服；在实践的困难和危险
面前，能培养出大学生们的牺牲精神和坚强品质。
大学生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会逐渐养成坚韧、顽强的优良品性，养成务实的态度和生活作
风，能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
　　社会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是大学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分参与，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投入社会实践洪流定会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回味无穷。
多读书，多实践，多感悟是当代大学生增长知识，转化能力，提升境界的正确选择。
我相信，只有经过社会实践的磨练，我们的同学才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更加自强。
我们同样有理由坚信，投身于社会实践历史进程中，当代青年大学生才能成长、成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习 实践  认知（上、下册）>>

作者简介

　　江潭瑜，男，1956年7月出生，广东汕尾人。
中山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任中共深圳大学党委书记，深圳大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主
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先后在深圳市商业局、宝安西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习 实践  认知（上、下册）>>

书籍目录

学习·实践·认知：上册  学习·实践·认知江潭瑜  银川通贵乡九年义务教育现状调查　山西票号“
汇通天下”汇兑制度调研　中小城市建立新型语言培训机构调查　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承及产业化情况
调查　广东龙川县义都镇基础教育现状调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一农场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深圳
外来劳务工生存现状分析　深圳市公交服务居民满意度调查　平遥古城保护与社会和谐发展调查　重
庆涪陵区江东移民住房状况调研　佛山家具企业锣机工工伤维权调查　贵州西江苗寨新农合实施情况
调研　湖南汨罗地区循环经济调查　山东青岛新鲁商发展调研学习·实践·认知：下册　江南古镇的
旅游价值及生态保护调研　山东寿光三元朱村解决农村纠纷机制调查　河南林州石板岩乡农村文化建
设调查　福建培田旅游发展调研　陕西民间文化艺术现状调研　深圳青少年社会适应性调查　广东潮
州饶平布马舞实地调研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调研　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现状调查　丹巴地域
文化与城乡建设调研　贵州西江苗寨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　蜀商复兴运动调研　在校大学生媒介
接触和认知状况调研　深圳福利院儿童受教育状况调查　广东钱排镇三华李销售情况调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习 实践  认知（上、下册）>>

章节摘录

银川通贵乡九年义务教育现状调查四、通贵乡九年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一）师资问题要说学生是学
校的主体，那么我们可以说老师是传送营养的主干。
学生接触最多最依赖的也是老师。
老师的多少、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和不断进步，更关系到学生能否受到一个良好的
教育并正常的成长。
作为一个学校，更应该时刻将充实师资力量作为日常工作的重点。
我们通过对宁夏银川兴庆区通贵乡的三所学校——通贵乡中学、通北小学、通贵希望小学的调查也发
现了当地教育存在严重的师资力量缺乏问题。
当然即使是同一个乡的各个学校存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不过我们将调查资料进行总结后发现当地的
学校在师资力量方面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点：1.老师数量不足，年龄偏高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三所学
校中的许多老师在学校都是身兼数职，语文老师又是音乐老师，数学老师又是体育老师还有可能是电
脑培训老师⋯⋯一个人的知识构成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身兼数职不仅是对老师体力的考验，
更让人怀疑的是其教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质量。
如果这种现象是个别的那么是可以理解，能者多劳，可是这种现象在当地是屡见不鲜，这样我们不得
不疑问，这合理么？
校长的解释是：没有办法！
老师不够啊！
只能是保证数学、语文老师是专职的，现在就连英语老师都没有一个专业出身的。
其他如音乐、体育只能是从现任老师中挑选一两个比较擅长的来兼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学校的
正常运行。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学校老师数量不够呢？
根据校长、老师的说法，我们得知主要是经济状况制约了新兴师资力量进驻当地学校。
当地的经济状况无法保证老师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学校条件又差，自然不能吸引外来专业人员，
就连本地的教学人员也会因为外面优越的条件而外流。
再有就是当地在校的相当一部分老师快到退休年龄。
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对学校的长久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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