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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的成长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指引，新时期在组织开展高校大学生培养工作的过程中，

要重点关注思政教育的改革发展情况，并结合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现实需求促进党建工作融入到思政

工作中，并对思想政治工作模式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有意识的促进二者实现有机融合的目标，提高教

育效果。本文结合协同理论的指导，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改革发展入手，对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

协同融合发展进行了探究，希望能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实现科学创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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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requi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guide.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focus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mbine the actual needs of college talent train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During the work, 

re-planning and desig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mode, consciously promote the goal of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Combining the guidance of synergy theor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explor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hoping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college talents to achieve scientific innovation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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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发展的基础

上组织推进思政教育工作能对学生的全

面发展做出积极的引导，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新时期在对高校学生党建和思想

政治教育进行系统融合并制定改革发展

方案的过程中，要注意对融合发展方案

进行细化的调整，有意识的建设新的融

合教育体系，从而促进党建效能的发挥，

助力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开展，为高校

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空间，促

使学生在对专业知识进行学习的同时也

能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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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学习态度，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对

自身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明确，并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未来发展做出

积极的指引。 

1 学生党建与思政教育之间的

关系 

不论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还是能对

大学生思维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都是基于对大学生群体实

施积极教育引导而提出的，二者之间存

在紧密的联系，把握二者的联系对教育

活动进行改革创新，能为高校大学生创

造良好的学习和成长条件，促进教育质

量得到显著的提升。 

其一，学生党建能对高校学生思政

教育工作产生强化效应方面的影响，为

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载体支持。在新时

代背景下，学生党员队伍不断的拓展，

越来越多优秀青年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

到党组织中，党组织与学生群体的沟通

和交流愈加频繁，能对学生实施重要的

指导。因此在具体对党建工作进行组织

规划的过程中，可以尝试探索思想政治

教育的合理化渗透，确保能发挥学生党

员的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得

到明显的提升，从而借助党建的力量引

领思政工作稳定发展，对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引导。 

其二，学生党建能起到重要保障作

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稳定落实。在经

济新常态背景下，市场人才需求出现了

巨大的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也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严格要求思政教育进行改

革创新，构建能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全

新教育模式。而在此情况下促进党建工

作与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多元融合，能

改善思政教育的基本发展情况，突出其

的权威性和规范性，提高大学生的认同

感，使他们能主动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

和学习感悟，保障高校大学生教育水平

得到明显的提升。 

其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

内容相对较为丰富，能为党建提供内容

补充。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在促进党建与

思政教育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主动结合

时代的影响对教育内容进行科学化的

设计，拓展教育组织活动的范围，优化

教学引导的方法，能提高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水平，而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时代

背景下的学生党建进行多元融合，也能

丰富学生党建工作的内容，为高校范围

内基层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系统推进

创造良好的理论支撑，从而循序渐进的

优化创新党建工作的综合发展成效，为

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进程做出积极的

引导。 

其四，学生思政教育能从党建范围

角度产生影响，极大促进党建工作范围

的拓展和延伸，增强基层党组织引领学

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作用，并且有效对

思政教育进行规划设计，发挥思政教育

的作用，能够保障基层党建工作向学生

生活的方方面面延伸，促进各项教育工

作和教育引导活动向学生的专业发展方

向渗透，从而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高校大学生实现健康发展的目标作出

积极的引导。 

由此能看出学生党建工作的科学化

组织实施与高校大学生思想引导与政治

教育工作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在

新时期优化创新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过

程中，要注意发挥协同理论的作用，为

大学生教育工作做出积极的引领，切实

促进协同教育机制的构建，提升大学生

培养工作的整体质量。 

2 协同理论下学生党建与思想

政治教育协同融合机制建设 

协同育人理论指导下对学校教育领

域学生党建工作进行有效创新，并探索

其与思政教育工作的合理化融合，能优

化二者合力，促进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

水平得到进一步创新，从而对高校大学

生实施积极有效的教育指导。确保高校

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能实现预期目标。 

2.1以多元互动为根基，优化教育工

作环境 

高校在对党建工作进行改革并基于

协同理念创新思政教育工作的过程中，

要尝试提高政治站位，从党建基本路线

的角度重新审视二者融合发展的价值和

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效果，并将二者放置

到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突出位置上，构

建能对学生做出积极思想引导和教育管

理的全新育人工作格局，形成二者建设

合力，突出建设效果。在工作实践中，

要注意对党委学生工作部的性质进行明

确，将其作为思政工作队伍的主要职能

部门，对高校教育领域人才队伍的建设

情况负责，学校组织部、教务处等配合

各项育人工作的创新推进，贯彻落实新

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理念。在此基础

上，高校二级学院系党委书记以及院长

等要主动对本部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

革负责，认真促进本部门思政工作的创

新，由点到面保障各项工作得到优化开

展。与此同时，将良性互动原则作为指

导，形成学生工作处与共青团组织相互

配合、相互协调的领导工作机制，促进

多元教育模式的有效融合，在良性互动

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大协同工作环境，

保障能实现多元教育模式协调、优化和

整合， 大限度的提高二者融合发展的

成效，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循序

渐进的提升。 

2.2整合育人目标，打造协同育人

平台 

育人目标能对各项育人工作的开

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对党建

工作进行优化并创新思政教育活动的

过程中，高校党组织要注意对育人目标

进行整合，在育人目标的指引和工作理

念创新的作用下促进协同育人平台的

构建，优化融合教育综合效果。首先，

要注意促进党建指导思想向着思政教

育领域渗透，将思想的一致性和理论的

同一性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

点，将解决共同问题作为主要工作任

务，对学校内的资源进行整合应用，争

取能形成发展合力，促进融合教育影响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提高人才培养效

能，将大学生打造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其次，要促进工作机制建设与

队伍建设实现协同一致，在实际创新党

建组织实施方法的工作中，按照思政教

育工作改革的需求，可以尝试引入全方

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思想，构建大思

政德育的全新发展模式，各部门齐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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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共同促进育人工作的落实，从而在全

新工作机制的作用下，在完善工作队伍

的支撑下保障高校协同育人工作能取得

更加显著的成果。 

2.3以新媒体为载体，拓展协同育人

阵地 

在对高校党建进行优化设计并挖掘

与思政教育融合发展元素的工作中，要

想真正促进二者实现有机融合，在实际

工作中还要对新媒体平台进行拓展和延

伸，加强对网络舆论的管理和控制，共

同构建全新的融合教育工作阵地，在新

协同育人阵地的作用下有效发挥舆论引

导作用、思想教育作用，提高大学生的

思想认识水平，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理

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在实际工作中，要

注意借助新媒体平台和网络阵地拓展教

育覆盖范围，促进工作效率得到进一步

提升，将教育活动向学生的网络生活内

部延伸，开发全新教育阵地，打造更加

全面系统的教育体系。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高校学生教育工作

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基于协同创新

理论的影响对学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

教育进行融合创新，能逐步构建更加完

善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有效促进学生

思想政治素养得到显著的提升，为学生

创造良好的学习平台，使学生的综合素

质水平能得到高质量的训练，从而显著

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水平，保证高校所培

养的人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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