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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思维背景下，全面优化高校共青团组织是有必要的，通

过对高校共青团组织的提升与优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高校共青团组织

育人功能以及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不断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提高共青团组织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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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互联网思维背景下，高校共青团组织的优化需要从创新共

青团组织优化方法出发，在新时代下，其工作不再是“团组织说
什么，青年学生跟着做什么”的时代，而是在高校共青团组织工
作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全面跟随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意
愿来展开工作，在共青团工作中，对学生具有针对性的组织和引
导。 

一、高校共青团组织优化与提升的必要性分析 
在全面推进群团组织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对高校共青团组织

的优化与提升提出明确要求，高校共青团组织优化与提升的必要
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从客观层面来说，高校共青团组
织优化与提升，是时代发展新主题的要求，也是更好跟随当前社
会发展新常态和新趋势的必然过程。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高
校共青团组织面临很大的挑战与格局，这些挑战和格局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优化与效率提升，比如，高校共
青团组织是否跟得上青年学生所需，以及高校共青团组织是否能
够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大局和“大思政”格局，因此，为更好的让
高校共青团组织跟随新时代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特征，需要结
合现代化教育技术以及新的教育观念来提升与优化高校共青团
组织。第二，在全面素质教育改革背景下，对高校教学工作要求
和学生学习方式提出更高要求，高校共青团组织作为高校内部治
理的重要力量，加强对其优化与提升，可以更好地保障高校在教
育方面的民主治理能力，让高校共青团组织更好的与国民教育相
融合，从而有效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不断培养学生社会发展的
责任感以及增强组织活力。此外，当前很多高校共青团组织在网
络环境下，逐渐出现团组织被边缘化的倾向，而且在团组织当中
还存在“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倾向与问题，所以加强高
校共青团组织优化与提升工作至关重要，有利于更好的为高校共
青团组织工作指明前进方向，增强学生在高校共青团组织中的凝
聚力和创新力。 

二、互联网思维下高校共青团组织优化的路径 
（一）创新共青团组织优化方法 
一方面，创新共青团组织优化方法，可以采用体验式的方法，

加强对学生特点和需求的了解，例如，高校共青团组织可以在具
体工作中组建“大学生思想动态调研小组”随时随地的记录，高
校共青团组织中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明确高校共青
团组织中青年学生工作存在的问题，从而全面促进共青团工作效
率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思维背景下，高校共青团组
织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构建菜单式青年学生服务项目，通过网
络，将具有吸引力的服务项目提供给学生，从而让青年学生通过
网络感受到“用户体验”的过程，随时随地将有特色的教育内容
以及精准的消息推送给有实际需求的青年学生，让学生在菜单式
的共青团组织服务项目中，更好地满足学生自身的发展需要，提
高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二）积极发挥新媒体的优化功能 
在互联网思维下，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优化与提升，需要积

极发挥新媒体的优化功能，将各种教育内容和大道理以具体化和
形象化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从而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及便
于学生接受。其一，高校共青团组织可以结合互联网时代“碎片
化、图片化”得阅读规律，将高校共青团组织中的教育内容提炼
成精美的小故事，或者整合成一段精美的小视频，呈现给学生，
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更好的学习和收获，共青团组织所传

播的教育内容。其二，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生所关注
的热点话题，为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网络共青团组织的相关活
动，充分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到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中，
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理解，让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更
加具有政治化和价值。 

（三）构建共青团组织网络交流平台 
首先，共青团组织可以与青年学生共同构建微博、微信等互

联网信息传递与交流平台，通过网络平台向学生分享具有中华民
族精神和传递正能量的教育内容，还要通过新鲜的教育内容来吸
引青年学生的注意力。其次，高校共青团组织可以开展“智慧团
建”工作平台，采用网上加网下的共青团组织工作方式，促进各
项工作的线上与线下结合，从而将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渗
透到学生的网络生活空间，全面促进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效率的
提升，并通过相关工作平台让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更加贴近学生
生活以及扩大影响力。最后，高校共青团组织可以在构建网络交
流平台时与第三方网站平台进行合作，从多方面对学生网络自组
织行为进行指导以及观念的引导，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
和价值观念，充分发挥互联网思维背景下，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
的育人功能。 

结语：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过程中，很多多元化的网络平台，以及先

进的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生活与教育当中，高校共青团组织要充
分发挥网络交流平台的优势，加强对共青团组织优化方法的创
新，发挥新媒体的优化功能，全面促进高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优
化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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