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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代高校入团积极分子培育工作的对策研究
张敏男

（济南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于高校而言，把握青年学生思想意识形态特征，重视

入团积极分子教育引导，提升入团积极分子先进性，是新时代高

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的重要任务。面对新时代下的教育形态，高校

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要重点把握“分阶段”“体系化”“精准化”

三个方面。针对新时代下入团积极分子学生的特点，应分为集中

统一考察和个体差异化考察两个阶段对其进行培养，实施入团积

极分子培养工程，同时精准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以加强新时代

高校入团积极分子的培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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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中学共青团改

革实施方案》指出，要用 3 年左右时间将初中、高中阶段毕业班

团学比例分别控制在 30%、60% 以内。团十八届二中全会明确

提出“要以增强先进性为重点，加强团员队伍建设，严格入团政

治标准，降低团青比，提高团员发展质量”。以济南大学自动化

与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为例，自《方案》实施以来，大学生中

的团员比例呈逐年下降态势，2017 级至 2020 级团学比例分别为

92%、90.2%、88%、81.1%。由于在中学阶段，部分青年学生未

被团组织吸纳接收，使得其进入大学后，更加积极地向团组织靠拢。

这也加压了高校团员发展工作，使得高校团委既要守好“门槛”，

又要铺好“台阶”。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

则》要求，入团积极分子在发展入团之前需参加不少于 8 学时的

团课学习，来帮助其提高思想觉悟，端正入团动机，学习先进模

范，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信念。做好入团积极分子

的团课教育，能助力高校不断探索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式的新路径，使思想教育工作既能增强对学生群体的实效性，

又能有针对性地深入学生个体，发挥思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令团

课教育成为提升新时代青年学生的先进性和调动高校青年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新时代高校入团积极分子的新特点

（一）思想状况整体积极向上，渴望被认可

新时代高校入团积极分子以“95 后”“00 后”的青年学生为

主，他们思想状况整体积极向上，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使命感，

渴望被社会所认可。以往，“95 后”“00 后”被称为“扶不起来

的一代人”，社会认为他们缺乏对事物的辨别能力，缺乏政治敏

锐性，容易盲从盲信。实际上，“95 后”“00 后”有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热衷于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对集体有很强的包

容性，尽管生长在物质较为发达的时代，很多人仍将入党作为自

己的政治追求，并且以高度的积极热情向先进的共产党员学习，

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向先进的共产党员看齐。因此，“95 后”“00

后”的入团积极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积极向上，能够在党和国家最

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但他们缺乏普遍的社会认可度，很多人对

这代年轻人依旧存在偏见。

（二）信息接收渠道广，思维敏捷

当今社会处在一个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路径广、传播来源

杂的时代，科技网络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打破了信息在

时间、空间上的传输界限。因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入团积极分子

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来源更加复杂，加之自身思维活跃、

求知欲强的特点，使他们对于一件事物会从不同方面进行理解与

辨析，在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思考构建新的模型，

对事物产生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理解。因此，新时代的入团积极分

子的思维更加敏捷，思路更加开阔，更容易对事情产生自己独到

的看法。

（三）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代青年人的基本特征隐映着一个时代的特点特性，一个时

代的环境会直接影响青年人对世界的看法。由于没有辨别信息真

伪的丰富经验和缺乏甄别事物是非的基本能力，现今时代的入团

积极分子在信息膨胀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和干扰，相信不实信息或被别有用

心的势力所利用。因此，培育新时代入团积极分子形成成熟的价

值观和认知体系、增强其辨别真伪是非能力显得格外重要。

二 . 高校入团积极分子先进性培养的困境

（一）对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重视不够

在以往的高校共青团工作中，大学生群体的团员比例高，有

的班级团员学生比例可以达到 100%，由此使得高校忽视团员发展

工作，显现出团员发展流程不够规范、缺乏对入团积极分子的有

效培养等系列问题。在共青团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生群体中的

非团员比例逐年上升，但是他们思想状况整体积极向上，渴望在

大学中参与政治生活，积极向组织靠拢，提升自我先进性。因此

对于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来说，重视对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和考察，

提升入团积极分子的先进性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缺乏对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体系

高校共青团的主要职能是在思想引领、组织建设、社会实践、

志愿服务、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

的作用。在团内组织中，团员通过“青年大学习”不断提高自身

政治素养，通过“智慧团建”系统进行组织建设，通过“三下乡”“大



238 Vol. 4 No. 10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方式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

但是，现今部分高校缺乏对入团积极分子培养的完善计划，缺乏

有针对性地提升入团积极分子政治素养、文化修养、身体素质等

系统工程，各级团组织不够重视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工作，使得

入团积极分子找不到学习好方法、找不到组织归属感。对于入团

积极分子而言，一套系统完善的培养方案将有效提升他们的政治

自觉性，帮助他们充实自我、完善自我。

（三）团前教育形式单一，培养机制未能与时俱进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入团积极

分子在发展入团之前要参加不少于 8 学时的团课学习。目前，团

课学习多存在于中学阶段，但中学阶段由于时间紧、学业压力大，

团前教育存在着课程内容单一、上课形式传统、课程体系不够丰

富的问题，多数团员青年无法通过团课完整地了解、认识共青团，

从而使得中学共青团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引领青少年的作用。而到

了大学阶段，高校多注重对于团员青年的培养，而忽视了团前教

育对入团积极分子的重要性。

三 . 高校入团积极分子先进性培养的三个途径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对于高校入团积极分子的培养要重点

把握“分阶段”“体系化”“精准化”三个方面。

（一）“分阶段”

按照青年入团积极分子成长特点，将培养过程分为集中统一

考察和个体差异化考察两个阶段，集中统一培养即针对青年学生

的共性，挖掘青年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创新培养方法，

将系统理论知识传播到每一位入团积极分子的心中；同时，对不

同学生的特性，有针对性地挖掘个体特点，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了解自我，提升学生自我探索世界的能力。

（二）“体系化”

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通过构建入团积极分子培养工程，

创新高校团前教育体系，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系列培养

活动，不断发挥共青团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作用。

通过打造党团联动“领航工程”，邀请党政领导、专家学者为青

年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始终把高校青年群体凝聚在党的

周围；实施思想引领“明理工程”，以“五四讲坛”“青年团课

青年讲”“我与共青团的故事”等活动为切入点，探索团干部与

青年同讲团课机制，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推进人

才建设“律己工程”，打造“学习目标项目清单”“自律自查项

目清单”“科研成果项目清单”和“能力提升项目清单”，对目

标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制度手册、“第二课堂”活动要求，让学

生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开展青年入团积极分子“扬帆工程”，

构建“社会实践育人体系”。通过活动模式、体制机制的创新，

实现实践活动的项目化和精品化，构建“校园文化活动体系”，

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活动设计和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实

现以德润心、以文化人，构建“创新创业竞赛体系”。开展“挑

战杯”“创青春”“互联网 +”等科普性创新创业活动和竞技类

创新创业活动，团结带领高校青年群体积极投身“双创”大潮，

同时构建“志愿服务项目体系”，支持高校青年投身青年志愿者

行动，鼓励高校青年参与“西部计划”，帮助青年在志愿服务的

过程中成长。

（三）“精准化”

聚焦培养对象精准化，专业学科精准化，培养内容精准化三

大方面。培养对象精准化即以大一新生入团积极分子为主，大一

新生思想状况整体积极向上，进入大学之后，他们来到新环境，

渴望得到组织认可，积极向组织靠拢。加强对大一入团积极分子

的培养教育将对学生起到“拨苗育穗”“固本培元”的效果，使

他们的大学生活能够得到有效指引；专业学科精准化即培训课程

对接学生专业课程，根据文科学生的专业特点，重点培养政治辨

别力、演讲与口才、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的能力，根据理

工科学生特点，重点培养动手操作、科研科创、创业实干等能力。

在个体差异化考察阶段，针对学生特点进行青年工作培训，通过

分类别设计、多途径开展达到青年学、青年思、青年践、青年悟

相融合的育人模式。

高校团学工作，面子上看，做的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里子

上看，将影响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其中

心环节就是立德树人，这与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以青年为中心，

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始终关心青年的思想政治方向，

引领、帮助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根本属性高度契合。高

校深入开展入团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筑牢执政基础、

拓展党建领域、培养“接班人”的战略之举。

新时代下加强高校入团积极分子培育工作，应用好入团积极

分子培养“分阶段”“体系化”“精准化”三个途径，筑牢其思

想之基，提升好其政治素养，培养好其实践能力，让大学生入团

积极分子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

言，在争做时代先锋上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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