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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session of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pened the prelude to a 
new era in which we need more urgently than ever to promote the Party building and the socialist 
talents who realize the dream of Chin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reservoirs for reserving 
talents, importantl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student party building is the key. 
However, we were into the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party building. As a out way, 
we should us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f Xi Jinping to lead the 
work of student party building, open up ideas for work, and actively mobilize possible forces and 
resources, like the class supervisors,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Youth League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student party building education, providing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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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这一阶段我国比任何时候更加急迫地需要推进党的建设以及

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主义人才。高校是培养人才的蓄水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事关我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大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抓手。面对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发展

过程中的瓶颈，高校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学生党建工作，开拓工作思路，积极

调动班导师、学生党员自身以及团学组织等各方力量与资源，实现大学生党建工作质量提升，为实现中

国梦提供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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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的青年学生就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寄语，也再次强调了将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提高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大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事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学生党

建工作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抓手之一，也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十九大的胜利召

开，揭开了新时代的序幕，这一阶段我国比任何时候更加急迫地需要推进党的建设以及实现中国梦的社

会主义人才。因此，新时代形势下深入探析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积极探索有效解

决途径，明确新时期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重大意蕴，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迈入新的发展轨道，使其充

分发挥更大的功能与作用。 

2. 新时代下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 

2.1. 学生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建设重点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高校基层党建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高

校发展学生党员人数占当年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 37%~40% [1]，可见，学生党建是全国各高校党建工作

的重要内容。高校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大学生中教育培养发展党员，是确保新党员质量、保证

党新鲜血液的纯洁性、扩大党的新生力量的重要有效途径。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在高校基层党

组织的延伸与具体化，做好学生党建工作是夯实党的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载体，是党的建设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 

2.2. 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维稳、构建和谐美丽校园的内在要求 

在全国及各省市的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都明确提出了高校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作为党建工

作重点[2]。大学生是一个高校组成的重要部分，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关系着高校的稳定，实现高校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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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稳定，首要工作就是要保证大学生思想的稳定性。在这各种思想混合碰撞、意识形态领域敏感和斗争

的地方，只有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学生党建工作的政治方向引领作用，才能将大学生的思想

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和新时期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大学生在正确的价值导向、政治导向和行为导向下健

康成长，呈现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积极稳定向上态势，构建积极和谐稳定的校园文化之风。 

2.3. 学生党建工作是占据网络思想阵地的关键环节 

开放性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即时广泛，观念多样繁杂，早已成为了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一些国

家借助网络进行思想文化扩张，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而国内的不和谐因素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

党和政府在青年心中的公信力[3]。面对这些不良网络信息别，如果没有及时地的正向引导，他们很可能

受到这些病态社会思潮的腐蚀。新时代高校要推动网络育人，强化网上思想引领，及时把握大学生的思

想动态并以正向引导，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而加强高校学生党建，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指明了政治方向，同时为壮大网上积极力量提供了核心队伍。经严格培养、发展和教育的优秀学生

党员，本身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良好的广泛群众基础和影响力，提升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网络素养，以他们

为主体，开展网络正面宣传，使网络育人更加接地气，迅速扩大影响力，占据网络舆论高地。 

2.4. 学生党建工作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必然要求 

在全国高校思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衡量高校培

养的合格接班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大学生党员质量[4]。严格发展程序，加强学生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

重视学生党员的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战略思维与眼光的培养，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和政治素

质，坚定理想信念，确保他们向正确的方向成长成才。加强学生党建工作，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与成才

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大学生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与奉献中实现自身的全

面发展。 

3. 当前学生党建工作的现状及分析 

3.1. 高校培养的学生党员整体质量有待提升 

当前高校出现总体发展学生党员质量不够高，具体表现为：首先，入党动机不纯、呈功利化趋势，

张国宁等人基于西安五所高校 2000 多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利于个人未来就业和前途发展这一动

机均被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在内)列为主要入党动机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约有 58.7%的

积极分子并不认为这一动机与党的精神相违背，对党产生多大影响[5]；其次，对发展条件尺度和政治标

准把握的不够规范，各高校的新党员发展流程上基本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中不一，有的院校在群团推优

环节上，出现“成绩优 = 全优”、“班委干部优先”、按班或年级摊分名额等现象，没有推选出符合党

员政治标准的最佳人选，拉低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三，在学生群体中的先锋带头作用不足，相当部分学

生党员“入党前一身汗，入党后松一半”，出现思想松动，党员意识淡化，出现参与集体活动积极性不

高，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为集体奉献时不挺身而出，甚至表现出旷逃课等不良风气行为。 

3.2. 学生党支部阵地建设力度不够强，工作缺乏实效性 

制约大学生党建工作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学生党支部的建设问题[1]。随着大学生党员发展数量的增

加，学生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学生支部党员人数也在靠近警戒线上下浮动，学生党支部工作过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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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不少问题。各高校学生党支部能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但大部分学生党员认为教育形式单一，

内容老套，很难做到教育培训内容运用到实际中去，缺乏新颖和吸引力，对支部组织的活动以及实际效

果的满意度评价不高。队伍庞大，成员间跨年级跨专业，相互交流不多，再加上管理上的不严格，导致

支部的凝聚力不够强，对党支部组织没有归属感与统一行动的意识，因此，在面临校园学生突发事件中，

很少能看到学生党员迅速统一行动，以支部为阵地，发挥冲锋作用，引领广大学生遏制突发事件的不良

影响，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落实在维护校园安定团结过程中。 

3.3. 学生党建工作队伍力量薄弱，质量不高 

以支部为阵地，组织的党员参加教育培训、学习活动以及支部工作的实际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学生党建工作队伍的质量[2]。学生党建工作者是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学生党员队伍

的排头兵。然而，不少高校的学生党员支部或是辅导员作为借调为支部书记，奔波在所在支部的组织学

习与指导学生支部开展活动中，或是学生作为党支部书记，同时几个支部配有 1 名辅导员指导。本质上，

都是主要依靠辅导员推动学生党建工作，学生党务班子工作被动，党务业务理论与能力不足，并且由于

出国交流学习或实习、毕业等学业安排流动性较大，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依靠一至两名学生党员，前锋

力量薄弱，后劲不足，也是造成支部工作“疲于应付”的被动窘境的原因之一。 

4. 加强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4.1. 调动班导师的力量，共同参与学生党建工作 

班导师，是班级的指导老师和管理者，大部分又是专业课老师兼任班导师[6]，只负责担任本学期或

本年级课程的一至两个班的学生，上课、学习的日常互动，加上管理学生又较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而言，班导师比辅导员更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状态。如果能充分调动班导师的力量，共同参与到班级团

支部推优，班级积极分子培养，预备党员考察与发展，再到转成正式党员后的再教育，整个学生党员培

养的全过程，可以有效地杜绝偏面化地考察选拔学生党员后备军现象以及提升学生党员的整体质量。 

4.2. 培养学生党务工作者，充分发挥学生自主自我管理 

学生党员既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党员在学生党建工作

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广泛在积极分子、预备党员以及正式党员中开展党务业务知识与能力系统培训，组

建一支包括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在内的学生党务工作团队，深入到支部各个层次人群众中开展工作。由

于学生党员身份的双重性，以及大学生思维的创新性，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工作的支持，激发他们在

教育方式上的创新，结合网络沟通渠道等更加贴近大学生实际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更能吸引普通学生

党员跟着支部组织走的兴趣和热情，使他们在轻快自治的管理环境中，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发展变化，提

升党员综合素质，增强党建工作队伍的领导力，夯实支部的阵地作用。 

4.3. 将学生党建与团建相结合，以团建促党建 

学生党支部和班级团支部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两大主阵地[7]。两大阵地各自特色而又相对

独立，但在培养对象上，两者又是一脉相承。如果将学生党建工作与团学工作相结合，注重党组织在政

治理论学习和政治方向上对学生团组织的引导，带动团学发展，同时，充分整合团学组织平台资源，弥

补党支部在学生党员教育与发展工作中的片面与不足，改善对党员教育与培养的实际效果，以及加强与

团组织协作和学生党员与团学干部的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党支部开展教育活动的实效性。以团建促进学

生党建工作发展，两者协同发展，共享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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