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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技术大学2016年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 

简   报  

第 1期 

共青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委员会主办           2016年 7月 25日 

 

编者按：闻之不如见之，见之不如知之，知之不如行之。假期已至，

上应青年们在实践中运用所学感知社会脉搏，努力用心体会时代声音。

目前，2016年暑假社会实践第一期简报顺利出版，内容涵盖长征路上

新实践、知行杯、三下乡、专业实践、历史文脉等五大板块，力图展

示上应学子用青春感悟，以文字诉说，用实践去体验的真实感受。 

 

长征路上新实践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长征精神 

7 月 11 日，电气学院实践团队赴江西省井冈山市进行调研。尽管当地天气

闷热，但依旧不能阻止成员们对井冈

山革命遗址进行考察的高涨热情。 

团队成员们首先参观了井冈山

革命烈士陵园。进入陵园后，顺山而

上有两组台阶，第一组的 49 级与第

二组的 60 级分别象征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和烈士陵园是在井冈山根据

地创建六十周年建成。 

纪念堂由瞻仰大厅、陈列室、吊

唁大厅、忠魂堂组成。纪念堂大门正上方，是彭真 1987 年视察井冈山时，为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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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堂题写的“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题字。瞻仰大厅正面汉白玉墙上

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贴金大字，是毛泽东于 1946 年为全国死难烈士题写的。

下面摆放着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井冈山时，缅怀先烈敬献的花圈

以及社会各界敬献的花篮。正面玻璃柜中，存放的是井冈山革命烈士的名册。忠

魂堂内安放有 5 位老红军战士的骨灰，他们是张令彬、何长工、温玉成、贺敏学、

陈云中。每年各地都会有许多群众聚集到这里吊唁他们，以寄托对他们的哀思。 

下午，团队成员们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博物馆顶部有尊名为“胜利的起

点”大型主题雕塑，刻画了当年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的场景。

走进展览大厅，是一幅巨大的井冈山风景图。画的正前方，一盏老式油灯燃起了

一团金红色火焰，油灯下刻着一句毛泽东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达

了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斗争胜利的信心与勇气。一幕幕场景仿佛再现了红军长征时

不畏艰辛、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 

团队成员们在参观结束后为革命烈士的坚强不屈而感动，纷纷表示今后一

定要发扬井冈山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实

地走访结束后，团队成员们还对井冈山当地的红色革命老区发展状况进行了调

研，进一步帮助井冈山老区的发展和建设。 

                                               【电气学院 彭泽雷 供稿】 

 

知行杯 

老龄热浪来袭，消费观念的改变与更新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居民退休对消费状况的影响 

7 月 11 日，城建学院“嘟嘟小分队”

的各位成员一同前往位于市中心的老式

居民区，对居住其中的退休老人们进行

了一次全面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

围绕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居民退休对消费

状况的影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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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对于调查反响积极，纷纷认真填写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老人们

一边做着问卷，一边向组员讲述了他们当年的故事，不禁令团队成员们受益颇多。 

通过问卷，团队成员们发现“节俭”成为了关键词。团队成员们通过一一采

访得知，老人们多数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在日常生活中格外重视钱款的计

划性使用，绝不盲目花销。而根据调研问卷的后续分析，成员们发现在消费水平

逐步提高的现状下，老人们的消费意识与趋势也与时俱进，不断改变。如今的退

休老人更加愿意拥有属于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愿意尝试自由自在的老年生活，老

人们也更愿意自我消费，及时行乐和经营自己丰富多彩、舒心安逸的晚年生活。 

近年来老年人消费成为当今火热的关注点，老年人的价值观和消费观也在不

断更新，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的方向发展。面对“人

口老龄化”这一背景，退休后老年人的消费状况必将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 

【城建学院 曹诗雨 供稿】   

 

寻历史之风，承儒学新思 

——记工创学院“儒学文化仁思想”实践活动 

为继承中华传统儒学“仁”的思

想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7 月 13 日

工创学院“儒学文化继承者们”赴南

京开展了题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儒学文化仁思想的继往开来”的实

践调研。考察以实地走访、问卷调研、

人物访谈等多重形式进行。 

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属儒

家文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一直

占据着统治地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前期查阅书籍文献

的基础上，成员们对南京儒学历史、文化、影响都有了基本的了解，为实地走访

调研做好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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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中，成员们团结协作，积极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走访南京图书馆、

秦淮风光带、南京夫子庙等代表性景点，以南京为例，就南京儒学文化认知度与

关注度、南京儒学发展历程、发展影响、文化传统等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并向游

客和当地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经初步考察发现，南京儒学文化在大部分

南京市民心中都有着深刻印记，历经世代传承而不衰，向着更适于儒学发展的领

域中传承创新。酷暑烈日下，团队成员们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完成了

本次实践活动。 

沿先人之路，温儒学之“仁”。南京行的第一站已落下帷幕，随着追寻脚步

的深入，团队成员们不仅对南京儒学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且更将在进阶调研

过程中，延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伟人的脚步，追寻儒学文化脉络，继承中华

儒学“仁”的思想。 

【工创学院 徐其樱 供稿】
 

 

海国长城，长庆安澜 

——记人文学院实践团队赴华亭古海塘实地调查 

7 月 13 日下午，

人文学院社会实践

团队古海塘小组对

上海市奉贤区华亭

古海塘进行了实地

调查。此次实地调查

主要为了解古海塘

整体情况，考察古海

塘的保护现状，为后

续古海塘研究提供借鉴与思考。 

奉贤华亭古海塘虽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其保护现状和发展程度却令人担

忧。通过实地考察，由于风吹日晒暴雨尘沙的原因，小组成员们发现华亭古海塘

表面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杂草重生，砂砾遍地。除去自然因素，人为因

素更为重要，墙体表面的小广告、油漆涂料的污染触目惊心，甚至周边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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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大量墙体的拆毁，这些种种劣迹都充分体现了当地文保部门和政府对

海塘本身的重视程度不高，加之没有配套的保护措施，所以并没有及时对现场进

行保护，相关不法分子也没有得到相应处理。目前古海塘暴露部分共有 7 处缺

口，临近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东海塘的保护相对较为良好，较远西海塘则被人遗

忘，有两处海墙与垃圾房直接相邻，该位置卫生情况较为恶劣。 

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是需要载体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文化的“根”和“魂”，是城市特有的“DNA”，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华亭

古海塘背后承载的是千年来的海塘文化，海洋文化必是其不可缺少的文化底蕴。 

通过此次考察，小组成员们不仅见到了古海塘，感受到其沧桑的历史感，更体会

到了保护华亭古海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将成为日后古海塘保护方案可信的参

考资料。 

【人文学院 杨筠傕 供稿】 

 

承传统文化，播东方神韵 

——记化工学院赴滚灯基地实地考察 

化工学院 miracle 小队于 7 月 12 日到

达柘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基地负责人

王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滚灯基地。 

滚灯为汉族民间节日中群众自娱自乐的

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显示村坊实力的竞

技表演。主要流行于江浙沪及江南农村地区。

柘林之名来自当地的一种带刺灌木，它能起到护堤保塘的作用。上海南郊、东海

之滨的奉贤有个古镇--柘林，正是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民间艺术瑰宝--滚

灯。滚灯是一项独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史载滚灯原为纸灯。明朝田汝成的《西

湖游览志余·偏安佚豫》中记"以纸灯内置关报放地下，以足沿街徽转之，谓之

滚灯。"迄今已有 140 余年历史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太平军来到奉贤百姓欢欣鼓

舞用滚灯舞来表达喜庆之情。《沪城岁时行歌》记"艳说年半五谷登龙蟋九节彩云

燕。瞥如声涌惊涛沸火树千条拖滚灯。"可见一斑。此后滚灯逐渐定型为竹片制

成的圆球直径 1.4-1.6 米内置 50 厘米左右小球一颗，外包红绢内点蜡烛。解放

http://baike.so.com/doc/1253613-1325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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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间灯彩流传极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滚灯，凡遇灯会、民间庙会皆以滚灯为

先导。舞灯时将灯用线系于腰间，灯附人左右滚动，人随灯上下翻滚舞到兴致时，

配以鞭炮锣鼓舞者用牙咬着线结以颈项之力使灯四处滚动小球内蜡烛不灭。 

在王老师的带领下，队员一行人进入了陈列室，王老师为成员们介绍了滚灯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铜牌，滚灯的发展史，还有关于滚灯的大事迹，

滚灯如何走进校园文化生活，滚灯的每一代传人介绍，滚灯的编制工具以及原材

料，到最后的滚灯服装，都充分体现了滚灯这一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的流传不易。

王老师不光讲述所陈列物品的故事，还给该小队讲述其他的事情。比如他是如何

整理滚灯的资料，如何采访老一代的滚灯传人，如何配合国家的检查，最后将滚

灯申请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经过王老师的讲述，成员们对滚灯的了解更加的深刻了。每做一件事，都要

付出很多心血。就像代代的滚灯传人，正是因为他们呕心沥血，才会有今天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使这项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

承。 

【化工学院 董凡 供稿】 

 

三下乡 

绽放在申城的求学梦 

——奉贤区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调研 

7月 12日，工创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成

员们展开了“务工人员子女申城教育梦”的社会

实践调研。 

在一家川菜馆，店员在了解了队员的来意后，

非常热心地填写了问卷。采访过程中，店员对于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的问题深有感触，敞开心扉地

和团队成员们聊到：“来上海打拼就是为给孩子

提供好的上学条件，但现在的政策对孩子上学的

手续较多，居住证，社保……缺一项都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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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引起了其它受访者的一些共鸣，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经历和看法。成员

们由此也进一步了解了目前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现状。大多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够

就近上学、简化入学手续、降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要求。 

在本次的调研中，成员们详细地记录了采访的内容，为后期整理分析作为有

力依据。通过此次调研，团队成员们将深入研究当前务工人员子女在申城教育入

学的主要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提出相关建设性的意见。 

【工创学院 张彦 供稿】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月 12号，由陈佳老师指导，城建学院组建的

“关爱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调研小分队来到

奉贤区金汇镇周家村进行实地考察。队长马征征带

领各专业学生参加了此次考察。此次活动的目的是

近距离接触空巢老人，更是要为他们带去温暖。 

活动中，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成员们依旧兴致

昂扬，对当地居民进行走访调研。成员们纷纷提着

水果和一些补品给老人们带去。大家分工明确，女

生们陪老人聊天叙旧，使老人们不觉得孤单寂寞；

而男生们则帮助老人打扫卫生，以减轻老人们的负

担。老人们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感慨到儿女因工作在外不常回家，家里很少会这么

热闹。老人的话引起了队员的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多陪陪老人，让老人们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傍晚时分，成员们无法拒绝老人的盛情，于是

一起洗菜烧菜，场面显得十分温馨。老人家还教了不会做菜的队员几道自己的拿

手好菜，无论做出的菜的味道如何，但这对于成员们都是一种宝贵的体验。 

通过今天的实地考察，成员们发现空巢老人这种弱势群体缺少爱的温暖，而

成员们的热情和活力让他们孤单的心有了一丝慰藉，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他

们的关怀。这个活动对同学们的德智体本身来说是课堂教育的延续，在活动中，

成员们更是弘扬了奉献互助的精神，希望这种美好精神能一直延续下去。 

                                  【城建学院 季怡玮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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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活学活用于材料 社会实践出真章 

7月 12 日，材料学院“未来栋梁”小组

成员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

地杰国际城，进行混凝土掺和料的应用调研

活动。 

活动初期，团队成员确定了此次社会调

研的走访地点，并实地观看工地上的各种建

设和操作，与工程项目总负责人在相关方面

进行交流沟通。同时，需要记录有关数据，了解其所运用的专业知识。 

在此项目设计工程师的带领下，团队成员们依次参观了工地楼层建设的基础

性工作，并了解到该工作大致分为七个部分，即：搬砖、垒堆砖、装模具、铲沙

子石子、扎钢筋、灌混凝土以及和泥和砌墙。在参观过程中，现场的工程师向成

员们阐述地基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帮助团队成员们意识到，尽管过程耗时最长，

但作为建设的首要保障，必须将地基建设好才能稳固的进行下一步工作。 

此次实践活动不仅帮助团队成员们通过活动看到自身的不足，扩展了混凝土

掺和料的实际应用知识的同时，又近距离的接触了建筑工人的日常工作。除此之

外，团队成员们通过此次实践认识到，作为未来一线工程师，需要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着不平凡的工作，努力将敬业精神发挥到极致。 

                                   【材料学院 杜逸 供稿】 

 

二轮快递不倒车项目调研 

7月11日，机械学院“二轮快递不倒车”

实践团队成员们顶着狂风暴雨，来到机械学

院实验室进行暑期专业实践。 

团队成员们首先一起进行了全局分析，

估算要用到的材料、工具及各种设备，再进

行统计以及网上采购。在队长的组织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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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分配各个成员的任务，并且规划了时间，明确了目标，以及确保每天的进度。

对于 UG 建模和平衡车的平衡结构，团队成员展开了两个多小时激烈的讨论，最

终做出了大概的模型，并多次修改，计划用 3D 打印机对建好的模型进行打印，

以及电路板的焊制。随着计划的确定，模型各个部位的尺寸都有了精确的数字。

之后在队长的组织下，成员们开始了 3D 打印机的调试。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

但是结果令人满意，打印出来的样品都有着相当的硬度和强度。接着，团队成员

们对 3D 模型的数据进行了再次校对，并且开始打印模型。由于打印模型需要很

长时间，所以在此期间团队成员进行了对电路板的焊制，以节约时间。尽管焊制

的结果不是特别理想，但经过不断修改后，团队成员们最终得到了理想的成果。 

通过这次实践，团队成员们不仅收获了建模方面的知识，并对 UG 的使用有

了新的认识，更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这是书本上体会不到的，也是实践带给成

员们的最好激励。 

【机械学院 廉胤 供稿】 

 

香文化的传承 

                 ——记古方的学与习社会实践 

7 月 11 日，香料学院天黑了也在学小组

成员在包晓丽老师的带领下对香文化进行学

习。成员们计划在上午参观中药房，对古方中

固体植物的原料进行香味的实物探索，下午

则回到学校进行资料文件的整理，并进行香

料的闻香及调配。 

通过对古方中的香原料事物的探索，成员对于古方有了更好的理解。古方中

的香方大多都用在熏香及沐浴中，所以大多用固体的原料，而现在的技术发达，

香精被用于更多的领域中，精油也被广泛地使用，精油相比于固体未被提纯的原

料香气更加浓郁，且香气更加的宽泛。 

小组的成员对部分香文化的历史及发展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之后，对于香文化

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全面的认识。成员在实验室进一步的选出了两个古方原料中

较接近精油的闻香，及与固体实物的辨别；根据古方中的原料量，用现在的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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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现代配方的创拟，并进行了调香实验。通过今天的实验和闻香对比，成员对

于挑选出的古方原料更明确地知道了要用什么现代精油替代，也第一次初步的还

原与创新了古方，虽然香气上还不是很协调，但是成员们对未来的实验充满了期

待。 

对未来的实验，成员表示将继续仔细整理香文化的资料，尤其是古代的香方，

并继续创新和还原挑选出的香方，使其协调。成员对实验的未来表示有很高的热

情与期待，预祝他们的实验会圆满成功。 

【香料学院 邓健鸣 供稿】 

 

历史文脉 

勿忘国耻，走进金山卫战役旧址 

7 月 11 日早，金卫侦查队成员在校

西南门集合完毕，一同乘坐公交车去往

金山卫战役旧址。正值酷夏，虽是晨间，

但依旧暑气难耐。 

到达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气氛

就变得庄严肃穆。根据记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

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 

通过观看视频、文物、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小组成员逐渐了解了这段血与

泪交织的残酷历史，在感慨历史和珍惜眼下幸福生活的同时，成员们更加敬佩的

是那些当年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人民幸福生活的战士们。同学们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缅怀历史和先烈，向抗日英雄们致敬。走过长长的展览厅，同学们的心情变

得更加沉重，在出口处的留言板上，写下了他们对这次游览的心声，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珍爱和平，远离战争！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让我们以自强、自立为己任，

共同维护美好的家园，不断凝聚和增强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正义力量，遏制和反

对可能导致侵略战争的危险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而努力奋斗！ 

【计算机学院 李凌萱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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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古街文化，踏寻历史长廊 

———做历史文脉的守护者 

7月 12日，经管学院“谁与争锋”

团队的成员们来到了上海静安区富民

路进行参观与调研。此次活动旨在了解

富民路周边文化建筑的历史，深入了解

其发展的脉络与所蕴含的文化，并探寻

传承与保护的方案。即使当天烈日炎炎，

也仍旧比不上成员们的热情那么炙热，

大家都准时到达并且积极参与了此次实践活动。 

“谁与争锋”小队根据之前网络查询的资料分别搜索了合众图书馆、裕华新

村、福民会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毛泽东旧居等历史的相关信息，

对这些建筑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裕华新村的参观中，一幅幅的壁画向成员们重现了老上海新式里弄的风情，

每幅壁画都极其逼真精美，而且并非都是凭空创作，大多数都是有原型的，成员

们还找到了当地的一位老居民，请他向大家展示了曾经的街道的老照片并与壁画

进行对比，让成员们更加近距离地了解了这座新村的历史由来与演变。 

成员们随后来到了安义路的毛泽东旧居。这座旧居在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之

际，经修缮后才正式开放，旨在保留历史的气息和那份红色的精神。成员们在馆

内细细浏览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毛笔，水杯，亲笔所写的诗词等，感悟颇深，

纷纷自发背诵起沁园春来抒发内心的澎湃。最后，成员了观看了毛泽东生平纪录

片，更加体会到这些历史建筑应当保留与传承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

敬仰和怀念，更是对现代人勿忘红色精神的警醒。 

通过这次的实践活动，成员们深刻意识到历史保护建筑不仅仅承载的是国家

发展以来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前辈们所创造的伟大成果的见证，更是我们

璀璨文明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对于历史建筑，积极开展保护与传承的措施，将其

所蕴含的精神弘扬与发展，做历史文脉的守护者，这是责任也是义务，保护历史

建筑，延续历史文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使命！ 

                                         【经管学院 沈顾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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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传统文化，创时代新风 

——记艺术学院赴上海豫园调研 

2016年 7月 10日上午

九点半，艺术学院暑假实

践小队一行 7 人顺利并准

时来到了位于上海黄浦区

安仁街 218号的豫园老街。 

豫园位于上海市老城

厢的东北部，北靠福佑路，

东临安仁街，西南与上海老城隍庙毗邻，是江南古典园林，始建于明代嘉靖、万

历年间，占地三十余亩。园内有江南三大名石之称的玉玲珑、1853年小刀会起义

的指挥所点春堂，园侧有城隍庙及商店街等游客景点。 于 1961年开始对公众开

放，1982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豫园老街，小吃摊热闹的吆喝声、游人络绎不绝的景象让成员们兴致逐

渐高涨起来。成员们拜访了南翔馒头店，品尝了著名的蟹粉灌汤包，味道十分鲜

美，让人回味无穷。随后来到了著名的九曲桥，九曲桥以“九曲十八弯”闻名，

且每个弯曲的角度大小不一，有大于 90度的，也有小于 90度的。而且有个民间

说法，在过年时，人们走过九曲桥接下来的一年就会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所以

每年这个时候这里人们争相通过的景象非常壮观。现下虽然是小暑当道，在九曲

桥的客流量并不亚于节假日，依旧满满当当的。跟着人群，走出了九曲桥，深入

老街的中心，路两侧的手工艺人摆着各自的摊头，过路的游人都会好奇的停下一

探究竟，成员们也停下了脚步细细观摩他们精巧高超的手法，不禁发出深深的感

叹。沿着小路，既可看到雪花膏、陶瓷茶壶、王大隆剪刀等能充分体现上海文化

的优秀手工制品和手办，也看到了其他各地的风俗民情和特殊小吃，可以说上海

豫园是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集聚地。 

随着人潮，成员们在路上对青少年进行了传统文化认知的社会调查问卷，以

及关于上海海派文化建筑的拍摄作业。通过问卷，成员们发现青少年对于传统文

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欣赏的阶段，并没有实际的了解它们的历史传承，更没有想

法去继承衣钵了。通过这次豫园实践，成员们对于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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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队员都受益匪浅，得到了自己的宝贵经历，同时也期望年青一代能够停下发展

的脚步，关注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 

【艺术学院 唐逸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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