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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前，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社员流失严重，

高校对社团发展的重视不足，社团发展过于单一等。因此,一方面要取得高校的

支持与帮助，主要是政策、资金、场地、设备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团内

部的组织建设，社团组织机构设置要合理化，社团活动要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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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04 年京师大学堂抗俄铁血会起，中国高校的社团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

雨洗礼。至今，大学生社团在大学校园中已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一、高校学生社团建设与发展中的困境  

1、社员流失问题严重  

    高校在最初社员纳新的规模上较为乐观，据统计“200 人以上的社团占

29.6%,100-200 人的社团占 8.5%,100 人以下的社团占 51.9%。小型社团占社团总

数的半数有余,大型社团和超大型社团近 1/3”[1]。“各校平均注册的社团成员

占学生总数的 34.37%,比例高的可达 66.7%”[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社团具有相

当大的影响，然而社团成员数往往在入社后第二学期就只剩最初人数的 1/3，有

的更少。社团社员流失如此严重是由众多原因导致的。  

其一， 选择社团的盲目性。高校社团的纳新活动，基本上在新生入校后不久便

展开，而此时新生往往得不到相关参加社团的指导性建议，其入社心理除了依靠

自己兴趣爱好外还有以下几种心理：从众心理，好奇心理，荣誉心理，甚至是禁

不住纳新人员的热情碍于面子入社，这些同学往往是中途退社大军的主要部分。  

其二，参加社团的备选性。大部分同学入校后，过于积极的投身校内活动，盲目

的加入过多组织（班委、院/校学生会、社团等众多校园组织），认为多加入一

个组织，多一个锻炼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到随后课业加重，时间不够，精力

不足，便形成了退社的一大原因。  

其三，社团收获的落差性。许多社员退社的理由就是在社团得不到自己最初想得

到的，而他们参加社团后，发现自己最初的目标无法得到满足，便产生了心理的

落差，这形成了社员流失的主要原因。  

其四，社团组织的松散性。社团作为一个由学生以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组织，本

身就具有自发性，大众性的特征，不同于班级、单位，有很强的制度强制性，当

社员有了种种事由时，他们首选要放弃的就是社团。  

其五，社团政策的随意性。许多高校对社团的政策过分宽松，使社团内部的规章

制度，失去了学校的强制力保障，成了一纸空文，到最后，社员对社团便产生了

无所谓的态度，久之便逐渐脱离了社团。  

2、资金、场地、设备的短缺  

许多学校及有关方面认识不深,不够重视,管理不科学、不到位,学校的学生事务

管理没有把学生社团的管理提升到应有的高度，疏于甚至忽视社团的管理,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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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放任自流、不支持、不干预的态度。故而造成社团开展活动没有资金，没有

场地，没有设备，使许多社团活动归于空想。  

  资金是首要问题。根据调查,我国高校社团经费来源主要有,“学校主管部门

划拨占 38.84%,会员缴纳会费占 26.77%,挂靠单位支持占 18.22%,社会赞助占

10.09%,活动创收占 6.08%”。而美国哈佛学院则不同,“哈佛学院每年安排

$25,000 的学院学生活动基金作为本科生理事会学生活动基金的补充,提供一些

办公室和其他的设备,为音乐、辩论、戏剧和舞蹈行业的专业指导者提供薪水等

等。本科生理事会每年为学生社团提供 150,000 美元资助。”[3]例如，对于大

部分文学类社团，创办自己的期刊是最重要的，这不仅是校园文化的展现，更是

社团发展的阵地，然而困于资金的问题，大部分的社团往往一期刊物只出十余份，

甚至无法创办，这大大阻碍了社团的发展。同样许多高校都没有专门留给社团使

用的场地和设备，很大程度上使特色社团（如舞蹈，棋牌等）无法展现其特色活

动，使其特色性无法体现。  

3、社团组织管理欠缺  

其一，缺少指导老师。大部分高校对社团的发展不予足够的重视，学生社团往往

没有自己的指导老师，导致社团缺少理性的指导，使其发展盲目，甚至偏离发展

方向。 

其二，社团干部能力欠缺。社团干部应当是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较好的语言能力，有很强

的责任感，同时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部分社团干部并没有具备以上

的品质与能力，而高校对干部的培养与监督也只是一些形式性的开会，这使社团的发展大大

受限。  
二、高校社团发展对策分析  
1、高校社团外部环境的改善  
其一，高校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是政策支持，高校应制定专门政策加强社团建设，如制定一

套张弛有度的社团注册社员入社的制度；对社团的注册进行严格的把关，杜绝只重视数量而

不重视质量的做法；对社员的退社有系统的正规的退社程序，最重要的就是社团挂靠的校团

委要与学校各个学院形成一套公认的，系统的学生参加社团奖惩制度，保证学生社团的发展

制度化、规范化，全校化。对于教师，应有一套鼓励教师帮助、扶持学校社团发展的制度，

激励高校教师就自己研究的领域，有针对性的参与社团，协助社团建设；其二，给予资金，

场地，设备的支持，有条件甚至可以吸纳社会资金建立一个社团活动基金会；其三，强化社

员入社前的认识。在社团纳新前期，高校院系应开展对新生关于高校社团的简单介绍，给予

新生关于校内社团特色情况的信息，避免新生盲目的入社，；同时减轻部分同学对社团持有

戒心，认为其大多为骗钱而无缘大学第二课堂。此外，还需要对社团干部的能力进行深化培

训，建立良性的选拔与任免体系。  
2、社团内部的组建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社团组织机构设置要合理化，社团活动要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针对大学生入社的三类目的（一是组织活动锻炼自己，二是在社团所涉及的领域内增长自己

的知识储备，三是仅参加社团活动获取奖励和学分），每一个社团要满足不同的社员的需求

就要在自己的组织建制与活动安排上进行周密的考虑。针对第一类社员，应以活动组织者的

角色加以培养，以激励他们将肩上的责任坚持到底；针对第二类社员，每一个社团都应有一

个与自己社团所涉及领域相适应的机制，由兴趣化逐渐转向专业化，使其内部成员充分发挥

自身的潜力，在社团所涉及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针对第三类社员，社团的活动要有公平的

奖惩制，保证社员有所得。  
尽管社团在发展中面临或多或少的不同问题，但随着社会对高校学生社团的进一步关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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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团建设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随着高校社团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高校社团一定会以更新

的姿态、更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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