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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大步扩新迈入新

征程，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外来潮流文化的不断冲击，

社会大环境的复杂化、多元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必须具有政治敏感性和思想前瞻性，把握时代脉搏、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坚决执行党的教育方

针，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机制。高校学生党建和思政教育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深度挖掘二者协同育人

的发展规律，推陈出新育人机制，为培养时代新人具有

重要意义。1

一、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意义

1、高校思政教育与党建工作协同发展是党不断进步

的基石

高校坚持为人民办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

论基石，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重要理论知识，弘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党建工作，

都是以培养学生思想、落实立德树人为目标，不断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输送时代新人。二者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加强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和价值引领 [1]。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当代大学生

获取思想政治通识素质教育的有效渠道，大学生党建是

建立在思政教育基础之上，为优秀大学生开展进一步教

育，从而为党组织输送优秀人才。

2、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23 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

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崔之府（1995--），男，汉族，湖北宜昌人，

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桂林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

程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2]。立德树人

是高校的立生之本，高校各项工作必须围绕这一根本任

务为落脚点，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方向引领，扎实做好

高校育人工作，以高质量的党建与思政教育工作推进学

校的全面发展，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

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发展大势
[3]，是不断为党和国家培育人才的孵化基地。

3、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培养时代新

人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持党

的领导、先进的理念、充实的理论，应从学生实际出发，

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二者的深度融合有利于高校

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紧跟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学

生党建的基础，先进的思政课能及时传播新思想，为培

养积极分子奠定基础，有利于学生党员的科学选拔，激

发学生扎实系统的学习理论知识，为党组织建设输入优

秀人才。同时，学生党建工作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

会化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进一步培养优秀大学生、

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为

培养时代新人提供新思想、开辟新路径。

二、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现实困境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教育内容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提出外交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使得世界村越来越凸显出来。中国正处

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稳

定发展，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

史使命 [4]。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发展历史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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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深刻理论教育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继承优良传

统与改革创新相结合 [5]。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生党建与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教

育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前沿，凸显内容新、价值正、思想

准、信念强。

2、深度融合面临着融合手段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飞速推进，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推动着国家优化创新

发展，加之信息技术的革新，高校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教

育手段的巨大挑战。当代大学生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及尚不成熟的心智，极易受到外

界文化的不良影响。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无法满足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需求，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者与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原有的守好“责任田”、“固步自封”的做

法已无法承担起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要求，在实际工作中，

会导致党建与思政教学严重脱钩、降低教育实效性、弱

化整体工作效果。如何利用新技术、新手段为高校学生

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面临的巨大挑战。

3、轻思政、重入党的价值观挑战

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学生功利主义思想愈

演愈烈，轻思政、重入党在高校逐渐蔓延，把个人功力

主义放在首位，扭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入党

作为学生日后发展的重要筹码和敲门砖。学生积极加入

党组织的热情与消极对待思政课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归根到底，这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理想信念教

育的缺失 [6]。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能协同

推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避免党建机制不完善从而导

致考察学生不全面、学生入党动机不纯的情况发生，坚

定学生政治立场，促进学生认真对待思想政治教育。

三、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机

制构建

1、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协调机制

思政课是高校育人的主渠道，高校的发展离不开

扎实有效、切实可行的党建工作，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

教育都是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目标，坚决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二者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建设高校

“大思政”工作格局，完善互通互联机制、构建协同管

理机制，积极引导思政教师参与学生党建工作，充分发

挥思政教师能掌握学生实际情况的优点，改变学生“轻

思政、重入党”的散漫态度，端正学生入党动机。利用

校园网络平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避免思政课与党课

授课内容重复、授课教师相同等浪费教学资源、消磨学

生耐心的情况发生。加强以学生为中心，切实为学生服

务的教育和管理活动，提升育人实效性。

2、创新优化平台，构建学习机制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必须具有时代性、

优越性、前瞻性，才能吸引新时代大学生，依托大数据

和互联网技术的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形式多样、时

效性高等特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时效性的将

新理念、新思想传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中，用学生喜

欢的方式接受思政课，从思想层面重新认知新时代的思

政课。教育工作者应顺时代潮流、不断更新知识系统、

创新与人方法，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7]，

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掌握学生

思想动态，结合时政热点具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把握学生新思潮，增强学生对思政教育和党的理论

知识的学习热情。

3、依托文化活动载体，构建实践机制

高校要文化载体为依托，以社会实践活动为突破口，

推动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独具特色的

校园文化是打造精品项目、发挥独特优势的先决条件，

是当代大学生不断增强爱国情、强国志的培养基地。融

入校史、校训的特色校园活动，是增强学生热爱母校的

一剂良药。在重要历史时间节点上，深入开展红色教育，

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责任，

不断增强学生理论水平。积极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脚踏实地助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的将社会实践活动与

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党建相结合 [8]。探索新时代校园特

色文化活动培育建设，将认知、实践、引领融合培育以

文育人的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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