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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问题研究 
马铮铮 

（黄淮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高校基层党员教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层党支部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处在新时代的背景
下，高校的基层党员教育必然是要走在时代前沿的，而目前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虽然也在大力革新，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
对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够更准确的找到适合时代发展的党员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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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党的工作

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
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努力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
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学生党员是黄淮学院基层党员的主体，是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工作
的开展情况直接影响到高校自身的教育建设以及教育发展，对学生
自身素养的提升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校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要与
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国情、党情和校情做调整，针对当前黄淮
学院基层党员教育中的问题，探索基于大学生身心特点的新的党员
教育方式，增强大学生的政治信仰，使大学生党员成为新青年中的
先锋模仿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1 新时代基层党员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高度发达，竞争激烈，对于青年

一代来说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而大学生党员是中国青年中的
领头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高校基层党员的教育就凸显的尤其
重要与紧迫。 

1.1 新时代基层党员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作为高学历、高素质党员的重要输出口之一，高校基层党

员是党员队伍最具生机与活力的群体，也是优化党员结构的新的力
量，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个特殊群体，同时也是高校学生党员
不仅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参与者。在党员的发展上，高
校基层党员的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基层党员教育的成
效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质
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
校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
供了根本遵循” 。目前，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形式背景，对高校基
层党员的教育有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现在的大学生党员多数是 00 
后，在网络信息爆炸时代，00 后学生党员受各种思潮观念影响的渠
道增多，当代大学生思想前卫、头脑灵活，更加的追求个性，传统
填鸭式的党员培育模式已经不在适用，但相关教育仍有明显的滞后
性，也就导致了在高校基层党员教育中出现了一些与新时代要求不
相适宜的问题，比如未能与时俱进的工作方法。基于这种情况，只
有全面革新基层党员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够使基层党员知行合
一，笃行致远，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基层党员的素质和能力。 

1.2 新时代基层党员教育的紧迫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人类的思想意识，是随

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不变的真理，所以在结合这一真理的基础上，
时代的发展是飞速的，基层党员的教育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价值观的多样化，大学生党员
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等都发生深刻变化，
正是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人的发展方式更迭等诸多因素的干
预，不可避免的导致大学生的奋斗意志不断削弱甚至丢失的现象出
现，这也就给基层党员的教育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加之信息时代
的到来，大学生获取各类信息的便捷性不断上升，但随之而来的后
果则是会导致学生党员意识形态渗入的随意性逐渐升高。诸多时代
因素的影响下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比以往更为重要和迫切。为了避免
这一现象的不断加重，就必须迅速革新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基层党员
教育的相关工作方式，顺应时势，根据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开展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进而达到提升基层党员综合能力和素质
水平。 

2 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问题研究 
尽管新时代黄淮学院的基层党支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大学生

党员的教育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该项
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知识经济新时代的高速发展，黄淮学
院的教育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目前
基层党员仍呈现出一些不足，深入探究这些不足与问题，才能进一
步推进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工作的开展。 

2.1 部分党支部对基层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一些党支部和党务工作者对大学生党员日常教育工作不够重

视,未充分意识到对新时代黄淮学院基层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支
部“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严重，多数支部只注重党员发展前的
选拔与培养，入党后忽视教育工作,存在“入门难、进屋宽”的现象，
视基层党员教育为可松可紧的软任务，认为党员教育属于思想行为
层面的教育，难以考核教学效果。对基层党员的教育目标性不强，
缺乏长远发展眼光，没有建立系统化、全方位的基层党员教育长效
机制，如部门联动机制、师生互动交流机制、党员教育考核的一体
化党员教育机制等。个别支部领导片面认为只要学校基本教学工作
正常运行，抓不抓党员教育无关紧要，把党员教育工作当成“软任
务”和“虚要求”，忽视了党员教育工作的“硬标准”和“真东西”。 

尤其在近两年的疫情之下，封校或者居家线上学习等客观原因
导致基层党员难以集中学习，给一些党支部的工作带来了“不便”，
不再开展经常性的党员教育活动，支部生活更加随意化，缺乏了对
基层党员的教育、管理与监督，造成了基层党员学习的散漫，组织
生活缺乏了应有的严肃性。支部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工作看似认真完
成，实际敷衍了事，不够重视。 

2.2 基层党员教育形式化严重，致使学生党员接受党员教育程
度不够 

黄淮学院近些年虽加强了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力度，但仍停留在
口号层面上，形式化情况仍存在，对基层党员的教育没有落地。目
前部分负责基层党员教育工作的教师自身对党员教育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多数身兼数职，分身乏术，党建工作被视为可有可无的附
加性工作，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分散到党员教育工作上的精力少
之又少，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党员教育没有针
对性，存在“一锅煮”，党员干部只是起到了一个“传声筒”的作
用，重理论，轻实践，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往往是不加分析，硬性将
教育内容填鸭式的灌输给学生党员。只是把基层党员教育工作当成
一种形式，缺乏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能动性，对实践活动与理论学
习之间的互动关系不重视，导致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环节相脱节或
联系不紧密，难以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新时代下对基层党员仍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难以实现教
育的真正意义，明确基层党员教育是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在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工
作并不是有即可，学校党支部开展的党员教育工作要坚持紧跟国
情、党情和校情变化，立足于新常态，结合当代 00 后大学生的心
理特点，探索出一条适应本校基层党员教育的创新教学方法，避免
徒劳无功的形式化教育延续。 

2.3 基层党员入党动机多元化，缺乏主人翁意识 
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越来越丰富，大学生的业

余生活也越来越多元化，复杂的社会环境，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变
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盛行，而高校学生由于社会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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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较浅，对于党性的理解往往局限于间接的教育宣传，尚未树立完
善的“三观”，一些学生的入党行为受到从众、功利、攀比等各种
外界因素的影响，入党动机极为明显的表现出了功利性和多元化，
自身的党性标准与新时代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一些已经入党的大学生，不能以严格的党性武装自己，甚至不
明白入党的意义，淡漠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个别基层党员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发生位移，意志不坚定、理想信念模糊，不能以党员的高
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散漫、懒惰、自我放纵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漠视党员要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面对利益冲突时，一些大学生
党员过于重视个人利益，难以在两者之间做出合理的权衡与取舍， 

失去了党员应有的模范作用，难以维持应有的公信力和荣誉
度。比如近两年疫情的来临也考验了基层党员的党性，在学校需要
学生志愿者勇敢站出来的时候，部分基层党员拈轻怕重，不愿从事
艰苦的一线志愿工作，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甚至不能正确对待党
支部的工作安排，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
党员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3 结语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是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阵地，高校基层党员的教育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探索出一条特色化的基层党员教
育创新发展之路是重点，而对现阶段基层党员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审
视是首要一步，通过本文分析，部分党支部对基层党员教育工作的
重视程度不够、基层党员教育形式化严重、基层党员入党动机多元
化，缺乏主人翁意识是存在的极为典型的问题，而如何解决现存问
题，正是我们党建工作者所面对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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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地打着朵儿的。”这句话中包含了“开”和“打着朵的”两个动
态词组。在翻译时，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将汉语的动态词组转
换为英语中的静态语言，可以将其译为介词或形容词。我们分析译
文可以看出，译文中采用的是“some......., others......”这个介词词组
来描述这个中文的动态词组，非常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同时这个
结构读起来朗朗上口，传达出了原文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3）修辞层面 
修辞是语言表达的艺术，它赋予了语言生命力和表现力，文章

会因修辞手法的使用而优美生动。修辞是散文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修辞手法的使用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原文的神韵，而对于原文
中修辞的翻译可以最大程度再现原文的美感。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大
量的比喻、拟人、排比和通感等修辞手法，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了荷塘月色的美景。所以在散文翻译中修辞的翻译至关重要。 

例 6 
原文：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

美人。 
译文：…like scattering pearls, or twinkling stars, or beauties just out 

of the bath.  
分析：原文使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配合上一串比喻，加强了

作者情感的表达以及荷塘景色的表现力，也展现出了文本的均衡
美，英语中的 parallelism 与中文的排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译文
中，排比结构被转化为三个短语，形成了平行结构，准确的将原文
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排比结构非常工整。 

例 7 
原文：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译文：…reaching rather high above the surface, like the skirts of 

dancing girls in all their grace. 
分析：作者将出水很高的荷叶比作“亭亭舞女的裙”, 使人联

想到绿色的舞裙, 属于明喻修辞。译文使用了“like”一词将原文的
比喻译出来。比喻的喻体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其中的重点落在
了“裙”上，因为荷叶本身看起来就像墨绿的舞裙。“skirt”一词主
要指的是“半身裙、（连衣裙）的下摆”与荷叶的形状相似，所以

“skirt”一词很好地描述了荷叶的形状，给人以画面感。 
例 8 
原文：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似的。 
朱：A breeze stirs, sending over breaths of fragrance like faint 

singing drifting from a distant building． 
分析：原文中这句话指的是一阵风吹过，荷花的清香扑面而来，

但是原文用“缥缈的歌声”来形容荷花的清香是使用了通感和明喻
两种修辞手法。此时荷花的清香就仿佛远处的歌声一样断断续续、
飘忽不定。译文中沿用了这两种修辞手法，使用“drifting”一词主
要指的是“弥漫的、飘忽的”，准确地描述了清香的荷花给作者带
来的感觉，传达出了原文的意境。 

五、结语 
从翻译美学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朱纯深先生《荷塘月色》英

译本的赏析，可以感悟到词汇、句子以及修辞方面的美。好的散文
翻译应该在传达原意的基础上，将散文中的独特的美也传达给译文
读者，完整地表现文学特征和艺术内涵，使得译文读者感受到中华
文化与艺术的独特魅力。散文翻译还将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
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传播中华文化与艺术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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