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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民办高校“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

洪卫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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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其育人模式的创新发展受到社会的关注。面对多

元化、个性化的学生需求以及国家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高校应积极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路

径。而“党建 +社团”作为融合育人模式的一种全新教育理念，正在逐渐成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模

式。基于此，文章对民办高校“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进行研究，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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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society,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ducation enterprise, and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l has attracted social 

attention. Faced with th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for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path that conforms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s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Party building + community"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odel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party building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model of "Party building + community"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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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作为民办高校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保障，民办高校若要实现长足的发展，离不开扎实的党建工作。社团活动是学生在自愿

基础上以兴趣爱好或者特长组成的群众性文化性团体，也是学生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平台，二者在育人的目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感。在新

的形势下，民办高校如何建设与开展学生社团党建工作，才能使其成为符合青年群体发展特点并引领学生树立理想信念的载体，成为当

前学校党建工作的重点。

一、民办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现状及问题

在目前民办高校社团发展仍然存在发展参差不齐的问题，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缺乏科学管理，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现阶段学校社团

并没有完善、规范的运营制度和体系作为支撑，社团活动的开展

缺乏规范性、条理性，社团的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科学的监督

机制，这也导致了社团成员的流动性较大，缺乏稳定性，限制了

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1]。

其次，社团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很多社团由于成员众

多、组织严密、活动丰富受到关注。然而，还有一些社团由于人

员、场地或物资条件限制，导致活动无法顺利进行。社团之间的

发展差距也导致了校园文化的单一化，不利于社团活动的持续 

开展 [2]。

最后，社团干部和成员的思想存在滞后性 [3]。在社团活动开

展的过程中，社团干部和成员都是以完成活动为最终目的，而且

活动的主题以文娱、体育为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

内容较少，在活动中没能充分融入文化精髓，难以让学生从中学

习和思考，不利于社团文化的传播，从而导致了社团缺乏内涵，

缺乏深度，削弱了学生社团的吸引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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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办高校“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的重要性

（一）拓宽党建工作范畴

现如今，高校发展学生党员的主要方式是由班级团干部、院

系学生部推荐，这种方式虽然能够选拔出优秀的学生，但是却无

法从更深层次的范围内进行选择，难以从学校社团的优秀学生中

推举出合适的党员，这也导致了社团组织有优秀的学生却无法

入党。在新时期的背景下，社团党建工作是基层党建工作的一

种拓展形式，只有拓展党建的工作范围，才能提高党建工作的 

质量 [5]。

（二）培养发展新时代骨干力量

在新时期，高校作为文化交流的主阵地，应加强对大学生价

值观的塑造。而大学阶段的学生接受能力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

比较强，个性化特点明显。与此同时，他们容易受到诸多信息文

化的影响。为此，高校应重视社团的党建工作，在社团发展中融

入政治方向的要素，让学生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发展成为新时

代具有较强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生代力量 [6]。

（三）促进学生和社团的发展

在大学阶段，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选择社团，并在社

团活动中得到发展，在增长见识的同时，树立集体意识。学生参

与到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社团活动中，能够增长自身的见识，

形成良好的文化品质，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社团活动作为高校

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它也是增强学生素质能力并展现自我的重

要途径。而在党建工作持续开展的背景下，如何运用党的思想理

念加强管理和引导，并发挥出党员学生的引领作用需要进行深入

思考，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社团的良性发展 [7-8]。

三、民办高校“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的创新 

研究

（一）强化管理机制建设，健全机构设置

首先，社团应健全组织结构。高校社团应建立党委全面领导

下，学生工作部负责统筹，宣传、组织、教务、团委以及保卫等

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学生社团管理体系，并且结合自身的特点挂靠

校团委和二级学院进行分级管理，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社团

党组织，对于社团人数较多、党员学生数量较多的社团，可以组

建学生党支部并隶属于校团委管理。社团应完善自身的组织架

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进而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社团

应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选拔和培养出优秀的社团干部 [9]。其

次，社团应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社团组织应在干部群体的组织

下设立社团章程、财务管理制度、活动审批制度等，进而保障社

团工作的有序开展。再者，建立社团工作监督考核机制，定期对

社团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并给予优秀的社团和个人奖励和表

彰，如果出现问题则应及时督促整改。最后，注重社团文化建

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团文化建设中，有助于引导社

团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结合社团特点和专业优势，创设独

具专业特色的品牌活动，增强社团活动的吸引力 [10]。

（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实现创新发展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应基于当前的时代发展和教育特

点，明确社团创新的方向。鼓励社团进行活动创新，进而打造一

系列具有时代性、层次化和高品质的品牌活动，凸显出社团特色

文化和创新运作理念，并根据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社团主题

活动。在社团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应关注当下的社会热点、前沿

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包括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数字艺术等要

素，将这些学生普遍关注的元素融入社团活动之中，提高社团活

动内容的吸引力 [11]。不仅如此，还应充分学习和了解当前党建知

识，学习和了解党史，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特点进行创新研究。在

此期间，高校应给予优秀学生社团更多的支持，并加大经费的投

入力度，优化社团管理活动，造就一批品牌社团，并将其发展成

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营造一个结构合理、类型丰富、

积极向上的社团发展氛围，进而推动社团实现持续、快速、均

衡、稳定的发展，将学生社团打造成为综合性育人平台 [12]。

（三）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强化思想引领

民办高校“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应充分发挥思想引

领作用，将党建的思想观念全面融合到社团活动中，充分发挥社

团活动的多样形式、学生参与积极性高、影响力大的特点开展红

色教育。首先，以党课教育为载体，邀请思政课专业教师来到社

团进行理论授课，并在课后由社团中学生党员组织参加党课学习

的学生进行座谈式的交流、探讨，进而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其次，发挥学生党员的带头引领作用，鼓励党员学生在思政专业

老师的指导下讲党课，进而将党课教育延伸到第二课堂中。教师

通过开展“红色课堂”，分专题让党员学生讲解党的基本知识、

党史知识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增强党史学习

的热情。最后，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并制定校园红色电子期刊

进行宣传。“00后”大学生应广泛使用新媒体教育手段，并通

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学习强国平台选择合适的内容推送给

学生，设置独立的教育专题板块，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网络教育

信息，进而潜移默化地引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例如，民办高校

应定期推送热点时政新闻，播报新闻热点话题，宣传优秀党员干

部的事迹，从多种途径让学生了解党的理论知识，深入理解党建

知识。与此同时，学校还可以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指导学生根据

当下的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进行探讨，进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增长 

见识 [13]。

（四）多渠道开展社会实践，增强学生责任感

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

于强化教育成效、提升思政工作引领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为

确保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成为学生积极向上成长的坚实阶梯，同时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汲取丰富的党建理论知识，社团应当持续地

将社会实践的理念深植于日常管理工作之中，使之成为社团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社团应定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定期组织社团成

员学习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进而使社团成员在党建知识学习中形成政治意识。其次，社

团可以组织开展不同类型的红色文化活动，结合社团的特点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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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宣讲，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进而传承和弘扬革

命精神。最后，社团应积极组织成员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

动，将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和社团活动充分结合，进而提高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14]。

（五）重视社团干部和党员培养，引导社团健康发展

社团干部作为社团的核心引领者，其政治素养与综合素质直

接关系到社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鉴

于此，学校应当高度重视社团干部的培养与选拔，积极选派那些

既具备深厚政治理论功底又拥有卓越业务能力的党员教师，担任

社团的指导老师。这些党员教师不仅要在指导学生的专业知识能

力，更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通过定期的交流与研讨，了

解他们的思想困惑与成长需求，从而提供更加科学、精准、有效

的引导。社团干部和学生党员应敢于“自找苦吃”，进而更好地

组织开展社团活动。因此，高校应将培养社团干部作为党建工作

的重要项目，并制定详细的骨干培训指导计划，培养出具有较强

素质能力的学生骨干，更好地把握社团的发展方向，推动社团健

康发展 [15]。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

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手段，也是进行育人工作的重要平台。构

建“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通过强化管理机制，结合时代

发展特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社团干

部培养，有助于加强社团管理，并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展望未

来，“党建 +社团”融合育人模式将在民办高校中实现更加广泛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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