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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基层团组织班团一体化管理模式分析
于文丰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根据《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紧紧围绕提升高

校共青团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扩大工作有效覆盖面，抓住脱离青年

学生这一本质问题，打破高校共青团发展的固有模式。将班级与

团支部的工作模式、目标意识结合，形成以团支部为主导，班委

会为主要执行机构的一体化工作模式，使“班团一体化”成为当

代高校深深扎根于青年学生的基层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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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青年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班级和团支部又是最基

层的团组织，与广大青年团员的联系最密切、最广泛。高校的班

委会和团支部是高校学生为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同时也是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组建的基层学生组织。

一、高校班团一体化模式解读

班团一体化是班长兼任团支部副书记或团支部书记兼任班长

的工作模式，团支委是由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

委员组成。他们也可能会担任班委会成员，团支部可根据工作需

要增设其他职务。团支部与班委会结合到一起的管理模式中要进

一步发挥团支部的思想引领作用，把团的工作真正融入青年群体

中，突出以团支部为核心的班级建设，两者相互协作，制定共同

的班级发展规划，解决班级中所出现的问题，使班级真正成为一

个有机整体，加强班级凝聚力。

二、高校班团一体化管理例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校共青团工作的边缘化

共青团组织和班集体这两个作为高校思政建设的两大阵营，

而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中往往把工作重心停留在共青团层面，

忽视了班集体没有达到协同配合的效果，导致共青团工作分散出

现边缘化，班级凝聚力下降，不利于高校思政工作的开展和管理

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传统班级管理模式的效率低下

在绝大多数的高校管理中，大概 300 个学生配备一个辅导员

老师和一个团总支书记，通过他们负责所有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和日常事物、往往在出现问题或者宣布重大事项的过程中是辅导

员直接找到班长沟通，团总支书记直接找到团支书交流。很可能

使辅导员或团总支书记对团支部委员和班级委员交代的事件重复。

这样就会让班长、团支书工作比较繁忙，很有可能导致二次复工

的现象，效率低下。

（三）班委会与团支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

班委会与团支部缺乏工作沟通没有深入交流，各自为政。很

有可能出现一个任务多个领导、多个布置导致难以达到预期任务

目标，使班集体逐渐分化、凝聚力越来越弱。

（四）班委会与团支部职责不清、工作含糊

班与团之间并没有清晰准确的工作定位，缺乏严谨的工作制

度和工作方法，出现工作现象错位，越位的现象。职责定位不清

晰导致班委会与团支部形成一强一弱的现象，面对本身思想比较

活跃的大学生开展工作，更加的困难。

三、高校班团一体化管理例模式的优越性

（一）加强班团一体化建设的整体联动

高校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学生思想活动的主要阵地，要准确把

握自身定位，权衡自身利弊，争取在“大思政”的教育背景下起

到自身的独特作用。在工作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下移，将团

委与团支部两手抓两手都素质过硬，真正使学生参与进来。同时

也要加强负责教师的自身素质和管理能力，培养出思想素质过硬、

工作能力强的学生干部，在班团一体化建设中在组织结构、管理

理念、榜样带头上落实好各项工作，加强管理保证思想上下一致，

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健康成长。

（二）班团职能整合提高效率

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把两个基层团组织进行有机的结合，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团支部在班团一体建设中的思想引领，

班委会要仅仅依靠团支部，按时落实各项任务，从组织内部协商 -

计划制定 - 落实 - 效果反馈几个步骤将班委会与团支部的职能进

行有效整合，形成班团一体避免无用功和二次复工的现象，因此

要加强两个部门交流和沟通，即使无人领导的情况下，班集体依

然是非常团结做事有条理，形成这样的班级氛围大大提高了高校

在班级管理上的效率。

（三）明确职责设立奖励机制

在班团建设中，选拔干部要进行述职仪式，并且要进行上

岗培训明确自身职责，如何开展工作沟通、工作布置以及工作

透明。同时也要定期举行民主生活会，总结班团工作，开展主

体团日活动拉近班团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创新工作载体线上线下相结合，对表现突出的班团组织要进行

定期表彰，以此来调动个人和集体的工作积极性，真正将班团

管理模式落实。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团支部与班委会协同一体化工作模式，较传统的

班级管理模式较为便捷，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加强团员的思想素

质和广大青年团员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有很大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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