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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全
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求实效。[1] 务求实效，就要切实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如何高效的组织
学生党员更好的参与到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之中来，就显得异
常急迫。

1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学生党员实施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目前各种的成效转化过程中，很多高校学生党员
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够。成效转化活动，绝大多数都是高校
学生党支部组织的，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使在开展活动前
做了调研和路径设计，很多学生党员没有参与的欲望，只是走
流程、刷存在，这可能成为很多高校学生党支部活动的顽疾。

其次，部分成效转化活动形式陈旧，不适合新时代学生党
员活泼、创新的个性。很多高校学生党支部成效转化的活动模
式仍然局限于演讲、辩论、征文、答题竞赛等传统模式，让
很多00 后学生党员提不起兴趣。

最后，有一些活动本身存在形式主义现象。个别高校学生
党支部在设计成效转化活动时存在考虑不周或因工作繁忙而导致
形式主义，而学生党员的日常学习任务亦很繁重，感觉相关活
动浪费时间，这使得很多学生党员心生厌恶、对相应的活动非
常抵触。

2  构建党员主体思政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新模式
党员主体思政，与党员思政不同，在党员思政中，党员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这个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客体；而在
党员主体思政中，党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
施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主体，且将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到自身为周围同学办实事解决难题的具体实践中，既可以实现
对周围同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可以同时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学习
成果的成效转化。党员主体思政新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党员在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发
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骨干作用切实为周围同学做实事，有利于
让务求实效——这一党史学习教育目标更好的落地。

党员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活动的主角。党员主体模式，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党员为主体、自下而上。学生党员成为成效
转化活动的主角，就会更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学生党员自身就
是高校学生群体的一份子，更了解周围同学喜闻乐见的活动样式，
更方便快捷的接触周围同学，同时激活主体和对象两个范畴。高
校学生党支部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有两种模式可以选择：一种是
实施项目制，采用活动立项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个参考的活动清
单，让党员自主申报，也可以让党员自主设计；另一种是实施课
题制，采用课题立项的方式，这样既可以开展好成效转化活动，又
可以培养锻炼学生党员课题研究的素质能力，在让学生党员为周
围同学服好务的同时又能形成人人有研究、人人有成果、人人有
特色的党建研究格局，一举多得，有利于实现开创党建新格局。

高校学生党支部要当好党员主体思政模式的配角。党员主体
思政模式，并不是学生党员的独角戏，高校学生党支部也不是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的任务交给学生党员后一推了之。高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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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务求实效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目标，当前高校学生党支部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成效转化工作，但仍然存在成效转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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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党支部要党员主体思政模式开展成效转化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
设备、经费、指导、鼓励等各种物质支持、智力支援和精神支撑。
在采用党员主体思政模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分享会或中期课题考核或结题开放会议，将部
分党员的好做法好成效及时给予肯定，引发“鲶鱼”效应，从而
启发更多党员发挥聪明才智产生更好的成效转化路径和方案。高
校学生党支部也要在实践中积极观察和反思该模式，在理论研究、
运行机制、保障条件、评估奖励等方面不断总结和升华党员主体
思政模式的规律，促进该模式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高校学生党员要吹起网络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活动的号角。
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
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真人秀直播的
用户规模为2.39亿，占网民整体的19.3%。[2]从数据就可以看出，
短视频和真人秀直播等用户庞大，这是一个巨大的网络舆论地
域，而新时代大学生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喜欢在互联网上表达
自己的生活点滴、情绪情感和认知诉求等，对互联网具有天然
的适应性，高校学生党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和党员的先锋模范骨
干作用，通过短视频和真人秀直播等自媒体渠道抢占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主阵地，塑造成为大学生意见领袖，掌握网络话语权，
引发其他大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共鸣，关注和重塑其他大学生的网
络价值观，从而对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的对象发挥较好的引导
作用。

高校官方媒体要成为党员主体思政模式的美角。高校官方媒
体，基本都形成同时具有报纸、期刊等纸面媒体、校内宣传
栏、电子屏等硬件媒体，和微信公众号、抖音号、Q Q 公众号
等新媒体的立体媒体网络，具有权威性、主渠道、影响大等既
有优势，对于在高校范围内集中推送宣传党员主体思政模式典型
人物及其先进事迹拥有良好的先天条件。发挥高校官方媒体立体
宣传优势，特别是新媒体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碎片化阅读的特征，
提高碎片化时间的舆论引导效率，积极宣传党员主体思政模式的
先进事迹，传播正能量，扩散党员主体思政模式及其成效转化成
果的“美”，让党员与周围同学产生良性互动，造就更和谐的人际
关系，产生不断循环的正向反馈，从而让党员主体思政模式更为
人所熟知，让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入群众、入基层，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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