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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大学生党建的特别需要，文中抛开了程

式化的一般党建套路，探讨了大学生党支部在履行服务型

基层党组织使命过程中应当有所作为的形式和内容。那就

是在大学生主体发生了“学习地位、学习方式和师生主从

关系”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

下，大学生党建工作应当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有所作

为：围绕服务大学生成才成长需要开展工作将是大学生党

建工作的着力方向；立足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变化需求开

展工作是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着力内容；着眼大学生学习方

式和学习地位的变化开展工作是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着力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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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院校学分制（或学年学分制）的实行，大学

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个体选择和诉求的权力得到了

尊重，自主学习、主动发展的学习方式受到重视，“为每个

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得到逐步落实。与此同时我们党开

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我们国家



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常态。党的十八大做出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

大部署，我们高校的基层组织就要在大学生党组织建设

上，不为程式化的工作套路所禁锢，主动围绕服务大学生

健康成长、育人成才扎实开展工作，在引领大学生思想方

向上主动影响、主动参与，力争有所作为，以适应新形势

催生的新变化对大学生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唯此大学

生党建将会更有生命力、更加充满活力。 

一、大学生主体成长的新变化对大学生党建工作提出了

新挑战  

大学生的党建工作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部

分，其工作对象和工作主体都是在校大学生，是目前加强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引领大学生思想方向的核心阵地之一，

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都是学生中的骨干和精英；同

时大学生党建工作服务和引领的对象又是在校学习的全体

大学生。因此，研究大学生主体成长出现的新变化对于大

学生党建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分制的实行推动了大学生学习地位的新变化 

首先，学分制的实行回归了人本教育的本质。人本教

育就是关心人的发展，在意人的主观愿望实现，重视人的

主观能动性的挖掘。其次，学分制的实行调动了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热情。求学者在求学的过程需要一种向上的牵引

机制，使其不断自我调整，主动克服困难，主动激励自

己，把学习的过程变成了享受的过程，实现幸福的过程。



再次，学分制的实行颠覆了师生的主从关系。选课制在学

生学什么、怎么学、何时学问题上，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个

性需求和发展，也将学生学习成长的选择权力还给了学

生，学分制条件下的育人模式就将此前师生的主从关系颠

覆了过来。第四，学分制的实行复原了大学生的学习主体

地位。 

 

（二）学分制的实行促就了大学生学习心理的新变化 

曾几何时我们对大学生的学习动力挖掘费尽了脑筋，

发动各类主客观因素调动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学分制

的实行，一定程度缓解、遏制了大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对于尊重学生的选择，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正牵

引的作用。然而竞争思想的引进和竞争压力的放大也增加

了大学生的心理负担。具体讲，一是学分制的实行满足了

大学生自主发展的心理需要；二是学分制的实行调动了大

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热情；三是学分制的实行使大学生在

诸多选择面前充满了心理纠结；四是学分制的实行放大了

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心理压力。 

 

（三）、学分制的实行引导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新变化 

学习方式是指学生在在完成学习任务时的基本行为

和认知取向，不同的的学习方式会有不同的学习效果。

学分制的实行就是顺应教育的时代要求，满足新形势下

大学生的成才需求的教育改革新举措，从体制上确保了



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落实，保证了对学习主体选择意识

的尊重，激发了学习主体自主学习的热情，回归了对学

生人本教育的本质。使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了“自主

学习、主动发展；自主选择、个性发展；自主定位，全面

发展”的新变化。可以说，学分制的实行改变了大学生既

往学习任务的完成方式，引导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改

变。 

鉴于大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习心理和学习方式较

前发生了新的变化，加之选课制致使大学生“同学不同

班、同班不同学”和个人自主活动时间和空间的增多，各

类社团群体兴趣活动的大行其道，当今大学生的个体行

动、心理活动更加自主、开放，这就对党员既往的先锋模

范作用发挥的“示范一大片”、“典型引领共同进步”模式

的先进带头作用成效发生了挑战；对大学生党组织在新变

化过程中的学生活动和学生组织的影响力提出了新问题；

对我们既往大学生党建工作已然形成的规律性的程式化的

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队伍建设等

等工作形式到内涵都提出了新要求。 

 

 

二、新常态引起的新变化要求大学生党建工作要有新理念 

 

随着当前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经济的转型加

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立，民生工程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受到空前关注和重视。社会的进步也催生了

新形势下的教育变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总结了我国近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

育的需求以及教育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应当具有的理念。

其中“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

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

供适合的教育”的要求，为我们在“四个全面”（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常态下开展大学生党建工作提出了全新的理念支

撑，以适应大学生主体变化的成长需求，落实服务型基层

党组织建设要求。 

（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以学生为本”，一是要求我们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

具有“热爱学生”的大爱理念，因为爱学生才会有一切为

了学生的激情和作为，才会在意学生的需要，才会有“为

了学生的一切”而去做的冲动；二是要树立“服务成长”

的理念，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求我们把育人的思想贯

彻始终，看重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是目标，但更要重视

和服务学生的成长过程；三是要树立为学生“终身发展”

的理念，党员模范引领中不仅关注大学生的眼前发展，更

要重视学生的长远发展，要为学生个体负责也要为社会负

责；四是要树立“学生主体”的意识，大学生党建工作中

大学生是权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参与的主体，生命的

主体，服务的主体，要给主体以相称的地位和重视。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学生党建工作中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尊重学生的诉求，就能够使大学生的人格发展健

康，学业发展饱满，综合素质多维。 

 

（二）、“德育为先”的理念 

“德育为先”，在我国教育历史中不是新鲜的概念。两

千多年前孔子在《大学》中就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为“大学的目的，在于显明

高尚的品德，在于使人们革除旧习，在于达到善的最高境

界”。）随着时代的发展，“树人先立德”的理念愈发具有现

实意义。现在我们所说的“德育”，不仅仅要重视大学生的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培养，更要重视其意识形态取向的

培育，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有效的德育工

作开展促使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道德品质得到良好的发

展，使其成为具有美好情感和社会良知的现代文明人。这

也是落实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

应有之义。 

 

（三）、要有“责任”与“底线”的理念 

大学生党支部是高校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有着

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政治责任。要主动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并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



责任引领大学生社团群众组织的文化活动的舆论方向；发

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配合上级党组织把握学校办学方向和舆论导向上要

有底线意识，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政治方向和理想追

求，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与我们的党保持一致；

按照党章要求加强个人修养、规范个人的言行。尤其在防

范敌对势力对高校宣传阵地的渗透上还要有危机意识，尤

其是网络阵地的占领上大学生党员有着自身的朋辈优势。 

 

三、新形势引起的新变化对大学生党建工作提出新要求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指引下，我们的高等教

育再次聚焦到了世人关切的民生问题镜头前，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成为了核心问题。面对人民的期望、国家

的需要，以及国内外意识形态严峻形势的考验，高等学校

成为了争夺接班人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沿阵地，对此，

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

对育人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

确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践证

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必须毫

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引自《关于坚持和完善

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

大学生党建工作是高校党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

要有机部分，在新形势下为提升大学生党建工作成效，围



绕服务大学生成才成长需要开展工作将是大学生党建工作

的着力方向；着眼大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心理的变化开展

工作是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着力方式；立足新时期大学生的

思想变化需求开展工作是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着力内容！如

此才能充分发挥大学生党支部自身独特的基层优势和朋辈

地位优势并有所作为。 

 

（一）大学生学习地位的变革对大学生党建工作着力

方向提出新要求 

由于学分制的实行回归了人本教育的本质，颠覆了师

生的主从关系，恢复了大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调动了大

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从而使大学生的学习地位发生了变

革。专业知识学习对于学生来讲，不再是被动接受，对社

会实践的认知不再是被安排，对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和个

性发展不再是模板式的复制……所有这些都对当前大学生

党建工作的着力方向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大学生党建工

作要主动研究大学生想什么。高校中的教育教学活动将由

主体意识觉醒的大学生们唱主角，学生们自主学习、自主

发展、自主上进的诉求，促使校园文化更加精彩，同时也

要求我们党建工作思维和服务理念跟上学生的需要，并以

此创新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新方法。其次，要研究每个大学

生生动发展和个性需要开展工作。人本教育思想的落实颠

覆了师生的主从观念，高校育人活动中充满着大学生主动

表现、主动参与、主动提升的愿望，推动着大学生党建工



作在着力方向上走向多元、人性、并包的路子，不能指望

一次集中的党课、一个典型就能解决全部问题。第三，服

务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将成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着力方

向。党建工作一个时期以来务虚较多、号召较多，新形势

下的党建工作必须言之有物、有内涵才会见实效。大学生

作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主体，他们的需要应当就是工作的

方向，那就是只要是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或工

作，都要主动去保障和推动；只要是对学生成长、成才有

利的事情，都要主动去服务和落实。只有更好的服务学

生、引导学生、促进学生精神成长，健康成才，大学生党

建工作才会有生命力、有内涵、受欢迎。 

（二）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对大学生党建工作形式

提出新要求 

应当说，学分制的实行引导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改

变，使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向着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

学习、体验学习方向转变。大学生们在自主学习中寻求主

动发展；在自主选择中重视个性发展；在自主定位中思

考全面发展。如此，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形式

就要随着这种变化予以创新，以适应大学生健康成长的

需要。 

首先，大学生党建工作形式要侧重依靠大学生喜欢

的方式或载体来开展工作。具体就是利用好大学生的第

二第三课堂开展工作。配合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引领

大学生思想方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有机的融进



学生会、社团的文化活动过程中；主动介入和推动拓展

大学生综合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专业实践活动和创新

项目实践活动以及争先创优活动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在这些文化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赋予思想育人内涵，寓教

于乐，寓理于娱。其次，大学生党建工作形式要紧密依

托网络文化平台开展育人服务工作。现代大学生由于学

分制的实行，活动空间域广、分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新技术的优势，设计建立大学生党建服务网站，利用博

客群，班级成员 QQ 群、微信群等，在其上进行主导价值

取向的思想讨论引导、人生感悟等，使同学们在辩论中

明晰道理，在沟通中升华思想，在交流中提高觉悟！在

大学生喜欢的网络平台上完成舆论引领、思想引导。第

三，大学生党建工作形式要积极倚重大学生导师队伍开

展“全员育人”服务活动，使党建工作不断线、不缺

位。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一般都为本科生选配了导师或班

主任，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党建工作要注意抓住这一有利

育人资源，为服务大学生精神成长所用。第四，大学生

党建工作形式要注重依信大学生自身的主体能力，使大

学生在自主教育中明是非、长才干。要发挥好大学生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善于挖掘各个方面大学生先进典型的

引领作用。在当前大学生“自主学习中寻求主动发展、

自主选择中重视个性发展、自主定位中思考全面发展”

背景下，我们要充分相信大学生的辨别能力和自我提升

能力，同时也是对大学生主体的尊重和信任。“有威信、



会指导、善设计”是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建工作要注意掌

握的工作方法。 

（三）大学生思想成长需求的改变对大学生党建工作

内容提出新要求 

学分制的实行满足了大学生自主发展的心理需要，调

动了大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使大 

学生的个性生动的发展成为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也使大学

生在诸多选择、诱惑面前充满了纠结，理想追求容易失去

方向、迷失自我，人格的健康成长尚需培养，成长的压力

需要疏导、释放，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还需引

导……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服务内容就要针对上述大学生的

思想需求的改变来进行设计和实施，如此才能使定式化的

大学生党建工作在现实工作中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

增强实效性。 

一是大学生党建工作服务内容要围绕大学生的人格健

全来设计。在当前这个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对人才

的渴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对培养的人才具有健全

人格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健全人格”是一

个人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学生“学富五车”之后贡献社会

的前提。培养有人性、有良知、有爱心的人才对我国现代

化建设事业将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健康的心理、平衡的

心态、对生命的尊重等也是当代人才应当具备的最基本要

求。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服务内容设计，不仅要重视大学生

的思想成长的方向，更要在帮助大学生在成人的底线教育



中有所作为，内容就要考虑指导学生学会如何做人，怎样

做事，还要帮助学生学会诚信、学会感恩、学会合作、学

会尊重。 因为这是学生人生发展最为基础的内容，是落实

人本教育的基石。 

二是大学生党建工作服务内容要围绕促进大学生的健

康发展做文章。首先，大学生党建要帮助所在单位大学生

树立全面发展的意识。智育进步的同时更要重视德育的成

长；培养智商的同时还要注重培育情商；积累专业文化知

识的同时不应忘记人文素养！其次，我们要帮助大学生关

注自身的个性发展，在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上开展工作。

大学生党建工作要代表学校把“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

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

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落到实处。再

次，大学生党建工作要帮助大学生在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中求得和谐。大学生党建工作就要帮助学生“在正确处理

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彰显本色，实

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在德智体美

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中实现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负责任的栋梁之才。”
1
 

三是大学生党建工作内容要围绕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选

主题。首先，要关注所在单位大学生的思想成长。大学生

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

集体荣誉感、社会责任感需要培养和激发，他们的是非辨

别能力需要锻炼和提高，他们的价值观念还需要引导和校
                                                        
1 引自《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中国青年报》2011 年 5 月 8 日，头版社论. 



正……这些都可以借助党课教育活动开展的主题文化活动

来加以认识、培养或澄清。其次，大学生党建工作要关注

大学生的学业成长。党建工作不能空洞无物，要会借用相

应的载体开展工作，在促进大学生成才的过程中渗透思想

的引导教育功效。大学生党建工作可以借助在专业认知活

动、校内外的专业实践活动开展和人文素质拓展活动中开

展“润物细无声”的主题育人工作，以促进大学生的学业

成长。再次，大学生党建工作还要关注大学生的职业成

长，增进党建工作的实效性。高校大学生走出校门后要通

过职业这个平台运用所学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因此如

何激发大学生的职业成长动力是我们大学生党建工作的主

题内容。 第四，大学生党建工作更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成长。心理问题不是思想问题，可有时许多思想问题处

理不好就会转化成为心理问题。心理健康包括心智发育成

熟和心理素质培育， 我们在大学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中，一

要区别好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不能被事情的表面现象迷

惑；二要在处理思想问题过程中要讲究方法艺术，注意不

能将思想问题衍生成心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冯飞芸  大学生党建工作载体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学校

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4/11 

[2]卢尚月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边疆

经济与文化   2014/09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6%af%e9%a3%9e%e8%8a%b8&scode=10289386%3b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XXDJ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XXDJ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yearinfo&ShowField=cname&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XXDJ*2014*11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8d%a2%e5%b0%9a%e6%9c%88&scode=31806731%3b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25&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5&filename=BJJJ201409023&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BJJJ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BJJJ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yearinfo&ShowField=cname&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BJJJ*2014*09


[3]赵丹  大学生党建工作研究现状、功能与内容解析 企

业导报    2014/14 

[4]徐长恩； 彭杰 加强大学生党建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1 

[5]陈浩铭; 张涛  大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新

论  经济研究导刊 2014/17 

[6]陈永静．我国高校学年学分制的实效性研究[D]．苏州大

学，2010/01． 

[7]李家福等.大学差异化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1/05. 

[8]张兆芹，卢乃桂，彭新强.学习型学校的创建：教师组织 

学习力新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03. 

[9]陈芳  新时期加强高校大学生党建工作探析  经济研究

导刊   2012/22 

[10]黄睿、张素芬等  大学生党建工作创新构想  湖南农

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S2 

[11]王美春  大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前沿   

2012/12 

 

作者信息： 

姓名：董怀智 

单位：吉林大学农业实验基地 

职务：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b5%b5%e4%b8%b9&scode=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135&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4&filename=QYDB201414057&urlid=&yx=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QYDB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QYDB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yearinfo&ShowField=cname&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QYDB*2014*1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e%90%e9%95%bf%e6%81%a9&code=05504776;15540039;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d%ad%e6%9d%b0&code=05504776;15540039;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SYLD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yearinfo&ShowField=cname&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SYLD*2009*01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9%99%88%e6%b5%a9%e9%93%ad&scode=31497053%3b28495433%3b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c%a0%e6%b6%9b&scode=31497053%3b28495433%3b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baseinfo&Field=BaseID&Value=JJYD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q&TableName=cjfqyearinfo&ShowField=cname&Field=BaseID*year*issue&Value=JJYD*20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