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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
              组织生活实效性研究
—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为例

□	文 / 丁日佳		赵麟		李俊峰		田甜

摘 要：调查表明：高校学生党支部传统的组织生活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效性不强、创新性欠缺

等问题。针对所存在的问题，结合微时代特色、高校学生党支部现状和大学生党员特点，在组织生

活方面推进“双主体”创新模式，加强组织生活内涵建设，持续推进组织生活创新，增强其吸引力

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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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是加强高校基层党建的

有效载体，是对学生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基

本阵地，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学生的变化，高校

学生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的实效性出现了一些不适应问

题。做好高校学生基层组织建设，创新高校学生党支

部组织生活模式，调动学生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

创造性，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高校学生基

层组织真正成为富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坚强战斗堡垒，

对于在新时期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笔者从时代特征和党员个体角度出发，通过问

卷调查对高校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实效性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进而探索了高校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新模式，持续

推进组织生活创新，确保组织生活形式上“活”、载体

上“新”、效果上“实”。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实效性释义和影响因
素分析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实效性，是指高校按照基

层党支部和党员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结合高校基层党建

工作要求、大学生党员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实际特点，

对大学生党员开展的系列学习和教育活动，其活动的结

果所达到的真实有效的程度。

一般来说，实效性受到制度、时代和个体等三个方

面制约。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共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和

各高校关于开展组织生活的规章制度都较为系统和完善。

因此，笔者主要从时代特征和党员个体来探究高校党支

部组织生活的实效性。

微博和微信等媒体的持续扩展，将我们推进了微时

代，并成就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方式凸显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人们的微语言和微行为之间产生

了相互的细微影响，其正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

想行为。为进一步了解微时代大学生思想、心理和行为

的特点，本研究向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本科生

党员和研究生党员发放调查问卷 3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3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2%。经调研分析发现，当代大

学生党员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大学生党员在网上较为活跃

在社交网络工具使用上，320 人开通了人人网账号，

占调研人数的 94.4% ；294 人开通了新浪或 腾讯微 博

账号，占调研人数的 86.73% ；330 人开通了微信账号，

占调研人数的 97.34%，100% 的学生拥有并使用 QQ 号。

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245 人习惯通过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渠道获取学习内容，占调研人数的 72.27%，

61 人习惯通过电脑获取信息，占调研人数的 18%，33 人

习惯通过阅读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资讯，占调研

人数的 9.73%。

在网络活动时长上，学生党员在网上活跃的时间日

均 2.5 个小时，活跃时间一般在 12 点 ~14 点、17 点 ~19

点和 22 点 ~24 点之间。

在网络浏览的其他内容上，重点关注的有时事要闻、

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电子书、朋友和同学的动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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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分享的精彩内容等。

2. 对当前开展组织生活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不高

通过对返回的 339 份问卷的统计分析来看，155 名党

员每学期只参加 1 次组织生活，占调研人数的 45.72% ；

每个月参加 1 次组织生活的有 123 人，占 36.28% ；每两

周之内参加组织生活的仅有 61 人，占比为 18%。

对开展 组 织 生 活 氛 围 体 验中，41 人 反 映氛 围 较

好，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并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占比

12.1% ；168 人认为组织生活形式单一，没有吸引力，占

比 49.6% ；130 人认为组织生活仅是作为“传话筒”的场

合，传达上级下发的各项文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占比

38.3%。

对影响组织生活实效性的调研分析发现，68 人认为

组织生活内容单一，缺乏创新，占比 20.1% ；58 人认为内

容枯燥，与实践脱节，占比 17.1% ；192 人认为支部成员

各自忙碌，很难找到时间凑到一起，占比 56.7% ；21 人

认为自身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主动参与，占比 6.1%。

3.学生党员通过社交工具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日益

普遍

在增强组织生活实效性方面，参与调研的党员普遍

认为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组织生活的形式，增加学

习内容的吸引力，开展实践性强，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在组织生活创新方面，221 人认为支部内应该建立微信或

QQ 群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并开辟网上课堂供广大党员

学习交流，占调研人数的 65.19% ；118 人认为可以通过

学术研讨、时事分析、社会实践、知识竞赛和互相监督

评价等，进一步加强组织生活的创新，占比 34.81% ；在

党支部内，进行信息咨询和交流方面，238 人选择微信或

QQ 来进行互动，占比 70.2% ；61 人选择打电话或发短信

就行沟通，占比 18%，仅有 40 人愿意选择面对面沟通，

占比 11.8%。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相比传统的组织生活，采取符

合时代特点，操作性强且学生党员乐于接受的创新形式

的组织生活，将能够提升其实效性。

  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面临的问题

1. 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党员主动参与的动力性不足

某些学生党支部在开展组织生活会时，只发挥“收

发室”的作用，习惯“用会议落实会议，用讲话落实讲话”，

主要以集中进行面对面的集体会议、主题报告等传统形

式为主，支部组织生活从内容上往往还停留于理论宣读

和政策传达的层面上，单纯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内容

与形式单一、少变化，缺乏针对性、时代性，致使学生党

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不够，降低了其参与组织生活的

主动性，减弱了学生党员的动力。

2. 组织生活模式对学生党员的吸引力不足

目前，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模式基本停留在读文件、

传文件的传统模式上，或者演变成了党员发展与转正会，

这与“90 后”大学生党员思维活跃，乐于且易于接受新

思想的特点格格不入。伴随着科技日益进步，网络已经

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生作为网络的

重要使用群体，其生活的各方面也深受网络的影响。网

上上课、网上交流、网上学习等成为新的方式，这给传

统的支部组织生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3.学生党员在组织生活中活跃性不足

根据调查发现，学生党员在组织生活中虽然参加率

高，但活跃性低、教育效果欠佳。个别党员认为参与组

织生活会对于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和能力没有太大帮助，

因而参与过程中比较被动，或者采取应付的态度，受教

育的质量和效果不高。另外，也有一些党支部不重视支

部组织生活活动，缺乏明确的学习主题，流于形式，直

接导致党支部组织生活质量下降。

  提高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实效性对策研究

根据“不抛弃老的传统，坚持载体和形式创新”的原则，

笔者采用组织生活“双主体”模式，既进一步加强传统组织

生活的开展，同时又引入“线上支部微生活”模式，双管齐下，

确保党支部组织生活保质保量，全员参与。

本研究从学校管理学院选择自愿参与的 5 个学生党

支部进行研究试点 ：1 个本科生党支部，4 个研究生党支

部。5 个党支部共有党员 78 名，其中，本科生 11 名，硕

士研究生 67 名。

1. 线上组织生活

第一，建立党员组织生活微群，组织学生党员进行

网上集中学习和讨论。5 个学生党支部分别建立本支部

的微信群和 QQ 群，并在人人网上开设公共主页进行宣

传，方便其他支部和普通学生进行监督评价。在微群和

QQ 群内，党支部每周一发布本周的学习专题，进行微党

课学习，使学生党员随时随地受教育。党支部在群里的

资料便于保存和回放，可以利用多次教育和宣传。

第二，利用微信、QQ 和人人网等开展微讨论，撰写

微体会。党支部成员之间利用微信、QQ 等进行互动交流，

对于每一个专题，支部全体党员对微党课的学习内容进

行深入讨论，每名党员的发言次数不能少于 3 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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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党员在群内撰写不多于 200 字的个人微体会，

互相之间进行监督评价，从而促进党支部成员之间的相

互交流和学习。

第三，党支部书记进行微点评，提高党员思想政治

觉悟。党支部书记根据每周确定的组织生活专题，汇总

本支部党员之间的讨论和体会，对组织生活的开展情况

进行微点评，并对活动的开展及参与情况进行总结和反

馈，提醒党员自觉参与线上线下的组织生活，确保政治

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觉悟双提高。

2. 线下组织生活

在充分利用网络社交工具的同时，也要兼顾线下的

交流和互动，从而加深党员之间的感情联系和党支部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一，继续定期召开政治理论学习、党员发展和转

正等支部大会。各支部根据网上学习的专题，每个月召开

一次支部会议，总结政治理论学习情况，支部配备的理

论导师、支部委员和其他党员对政治理论学习情况进行

介绍，对积极分子培养、确定发展对象、党员发展和转

正等进行讨论和无记名表决。

第二，下发党支部组织生活台账，每周上交汇总。

支部内每 4 人 ~6 人分成 1 个党小组，每个小组下发一份

组织生活台账。党员对本人当天的线上登录、发言交流、

撰写微体会和政治理论学习等情况进行记录，对宿舍卫

生，党员个人承包区的卫生进行考评，记录在台账上，

每周末党员进行自我评价，支部书记对党小组进行评价

并上交给学院。

第三，学院党委安排专人（如支部理论导师等）进行

点评。学院安排党委委员、本支部的理论导师等，根据

党支部上一周确定的组织生活专题，以及各党小组的台

账和评价，对该党小组上一周的表现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近 6 个月的课题实施，本研究对 5 个试点党支

部和 78 名党员的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进行了对比。

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双主体”组织生活模式给支部

和党员带来的显著变化，试点 5 个党支部的 78 名党员，

大部分在下述几个方面有明显好转（如表 1 所示）。

正常作息习惯中，本科生从实施前的 2 人增加到实

施后的 9 人，研究生从 8 人增加到 42 人 ；宿舍卫生优良

率中，本科生增加 6 次，研究生增加 4 次 ；学习优良率

方面，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增加 5 人和 33 人 ；志愿服务

方面，研究生有较大提升，从实施前的 15 小时增加到目

前的 201 小时 ；通过微群互动，本科和研究生的交流次

数远远高于实施前的数据，本科生从 35 人次增加到 396

人次，研究生从 122 人次增加到 968 人次。

表1：课题实施前后效果对比
     类别

     项目

实施前（2014 年 3 月 -6 月） 实施后（2014 年 9 月 -12 月）

本科生 研究生 本科生 研究生

正常作息 2 人 8 人 9 人 42 人

宿舍卫生优良率
（80 分以上）

4 次 6 次 10 次 10 次

学习成绩优良率
（80 分以上）

5 人 23 人 10 人 56 人

志愿服务时长 27 小时 15 小时 50 小时 201 小时

思想汇报 6 篇 9 篇 21 篇 102 篇

线上交流次数（累计） 35 人次 122 人次 396 人次 968 人次

线下组织生活次数 1 次 3 次 3 次 12 次

科研论文（篇） 0 篇 2 篇 3 篇 15 篇

党员先锋工程 未实施 1 次 2 次 6 次

精神面貌 一般 一般 良好 良好

人际关系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生病次数 5 人次 29 人次 3 人次 9 人次

同时，随着线上交流的增多，线下组织生活更容易

协调和开展，大家更愿意聚集在一起参加支部活动，本

科生线下组织生活从原来的 1 次增加到 3 次，研究生从

原来的 3 次增加到 12 次 ；党员先锋工程也表现突出，本

科生增加 2 次，研究生增加 5 次。在科研创作、精神面貌、

人际关系和身体状况等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组织生活“双主体”模式对于开展

好学生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

义。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实效性，基

于以上研究成果，课题组还将对一些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如进一步完善科学规范的组织生活评价体系，进一步研

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组织生活差异性，进一步探索建立

健全组织生活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改善网上不固定的交

流方式等。

本文系 2014 年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优秀课题“微时

代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实效性研究”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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