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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升团学工作学生活跃粘度

王　晟　燕　君　杨嘉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325）

摘要：近年来，推进和发展共青团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

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因此，高校的团学工作正在逐渐加强学生对党团工作的认识，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进一步提

高团学工作的开展，不断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中寻求不同的开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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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我们必须要始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独立学院也在思考如何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团学工作中，如何将思想政治教

育潜移默化地融汇到同学的脑海中，提升团学工作中学生活跃粘

度。鉴于此，本篇文章笔者重点讨论下独立学院如何更好地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将思想政治教育引

领融合到团学工作中，同时提升学生活跃粘度。

一、加强青年大学生对党团认识

以不断增强青年对党的事业的理解为导向。共青团的初心就

是坚定不移跟党走，要从历史回顾中明了这颗初心，在现实工作

中检验这颗初心，在未来征程中坚守这颗初心。同时，要不断在

理论和实践中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积极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将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穿到团的各项工作中去。

以不断增进青年对党的事业的感情为导向。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要充分利用好公众号、微博等网络新媒体

带给我们的联通互通，大力提高共青团搜集信息等方面的工作效

率，着力打造群体化、系统化、网络化的新媒体工作格局，逐步

形成强势主流舆论。

以不断增进青年对党的事业的认同为导向。突出青年活动的

特色，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主题活动，以活动吸引青年、凝聚青年。

高校要不断创新活动方式、挖掘活动内涵，使团的活动成为宣传、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阵地，使活动成为加强团

员青年沟通交流的桥梁。

二、转变团组织活动方式，突出团总支“两头栓”的关键地位

创新引领青年形式，进一步倾听青年学生在校生活、课程设

置、实践教学、文化氛围等方面问题。团总支务必坚持以学生需

求为导向，无限制开展团学联席会议、无限制破除学工中心门槛、

无限制走到青年队伍中去，鼓励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征集学生意

见并及时反馈，直面团员青年的建议和困惑，有力凝聚团员青年

思想共识，打破与青年沟通的最后一面墙。

注重顶层培养，多维模式亮点纷呈。围绕“学生干部做什么、

怎么做”等重要问题，团总支加强顶层培养，大力推动“固本溯

源活动”“班集体自查工作”，联合院团委多方面进行“学生干

部先锋示范工程”。将线上报告与线下组织相结合，以便学生干

部自我定位、自我完善、自我追求的三“自我”模式开展。

注重师生互动，确保“战线”联动推进。着力发挥教师和学生

两个主体的积极性，探索和构建“师生友情化”活动机制。一方面，

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实践技能不断成熟，邀请技能技术精修教

师与青年同学分享经验技能，发挥“帮一帮、带一带”作用；另一方面，

不分年级、不分层次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活动。

注重需求导向，学以致用引领有效。以“学以致用，养臻至善”

为原则，立足技能化培养过程中的现实主题，积极引导学生参与

各项国家级、省级、校级实践技能大赛。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五四运动100 周年”引入活动元素，构建作品作业展示大赛，将“有

意思”的事变得“有意义”。

三、紧扣时代主体，唱响时代最强音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 周年的重要年份，

为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育德树人多方向团学工作，

鼓励学生走出宿舍，深入交流，互动交流高效零距离。增强团组

织和青年的横向交流及纵向联系，真正打造线上线下互动交流“零

距离”。团学活动日主题鲜明，能集中展现青年自发组织活动的

形式多样，同时不断发掘自身潜质，树立学以致用的比赛观，让

工作生活充满青春记忆。时代主题团学活动不仅拓宽青年专业技

能范畴，创新比赛热点，完善青年组织观、企业观，还能激发青

年的参与热情，才能真正在团学工作中做到提升学生活跃粘度。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下的团学工作具有新的方向，我们只有统筹大局、精准

定位、抱“团”发展，才能形成更加贴近青年特点的组织集体，

才能探索更加契合青年需求的活动设计，才能强化关注青年成长

的跟踪培养，才能营造更加关爱青年生活的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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