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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意义构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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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立足微观个人视角，试图连接意义构建理论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现状，重新思考学生党建问题视域和

实践不足，旨在为优化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制度设计和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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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micro pers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nect the theor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uilding work, rethink the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shortcomings of student Party 
building issues, and provide necessary theoretical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university student Party building work 
system and playing the exemplary role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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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意义构建创新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理
论基础

意义构建理论最早起源 20 世纪 60 年代企业管理研究

领域，理论聚焦揭示企业员工面对不连续信息的职场环境信

息，不同情境下其主体性对信息渠道和信息内容选择的过

程。意义构建对于重塑个人认知具有关键作用 [1]，它可以帮

助个体识别环境变化要素和确定应对方法，以纠正认知偏差

及解决相关困惑 [2]。意义构建在方法论上指出个体意义构建

基于“233”结构，即两个层面：自我层面、社会层面；三

个维度：认知维度、内在维度和人际维度；三个阶段：外部

程式（设定）、十字路口徘徊（选择）、自我主导（保留）[4,5]。 

外部程式阶段个体决策基础为外部环境中意见或约定俗成

的经验总结。十字路口徘徊阶段个体基于发展自我的目标和

意义而走出舒适区，并产生内外间的矛盾关系；自我主导阶

段个体拥有能够在目标领域构建话语体系的能力、摆脱外界

影响构建自主内在身份的能力、保持独立身份参与社会关系

的能力。自我主导阶段是意义构建最终目标和理想状态，这

个阶段的个体能够整合复杂的知识体系来构建自主信仰系

统，并能够持续反思、迭代内在价值观来形成持久的身份认

同，而不是简单依靠外部期望同化来引导行动 [4]。意义构建

的“三个阶段”揭示了个体整合知识、重塑认知、构建身份

认同的过程，这与高校培养和发展学生党员过程存在契合之

处，意义构建的自我主导阶段即强化学生党员“第一身份”

认同的理想状态。

1.1 学生党员身份意义构建框架
依据意义构建理论，学生党员的身份意义构建可以分

为“设定—选择—保留”三个情境阶段。学生党支部通过系

列党课为学生“设定”了理解框架，党课所包含的理想信念

教育和形势教育成为学生依据该框架进行意义架构的核心

条件，通过探寻个体好奇和关注的关键线索引发学生进一步

参与学习的冲动。在学生启动自主“选择”后，通过设立学

习目标和社会实践等帮助学生形成对变化的理解和解释，进

而积极调整对学习工作任务、身份、关系等的认识，主动改

变认知边界，使笼统的“设定”信息在主观上发生转换。最后，

通过党性教育强化学生对于党员身份价值的认同，为“保留”

党员身份提供持续愿景支持。

1.2 学生党员身份意义构建的内驱机制
意义构建理论认为，社会现实是个体之间的主观评价

的产物，组织却是一种个体间互动的社会现实，并且通过组

织个人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交流不断得到构建，因此“情境”

是意义构建的关键因素。学生党支部应在认知维度、内在维

度和人际维度三个方面扮演三种不同身份提供不同情境，解

决学生“为什么要入党”“成为党员意味着什么”“党员身

份和普通学生的关系”三个关键问题。

①认知维度——为什么要入党，学生党支部要扮演好

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要基于当前逆全球化、边缘政治危机、

经济下行周期等外部环境变化，抽取学生感兴趣和关注度高

的关键线索，为学生的意义构建投入和发展提供基本切入

点。同时，主动在普通人上升通道等关键性问题上破解学生

认知上存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大我小

我与大我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构造成为党员进一步与国家

和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底层逻辑。

②内在维度——成为党员意味着什么。学生党支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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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好学生投入的促进者角色，要在“认知维度”的基础上

设计并实施研讨、调研等有效教学实践，强调学生投入时间

和精力，提出高阶认知要求。通过创造情感卷入情境引导学

生感知党员初心和使命，并关注和理解学生的情绪变化。从

愿景视角，提供个体和社会从当下到未来状态的故事情节变

化，引发学生对党员身份的关注。

③人际维度——党员身份与普通学生的关系。不同学

生拥有不同背景特征的意义认知基础，学生党支部进行意义

构建时要扮演好学生激励者角色，要通过能唤起共鸣的语

言、叙事、符号等方式设定集体学习目标和任务，引导学生

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拓展认知和聚焦认知。

2 意义构建对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意义

①有助于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工作创新能力。意义构

建的关键在于通过内部化的比较、分类和关联方式，以及外

部化的支持、反对、参与和倾听手段，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利

用和深化理解。这为学生党支部有效开展思政教育提供根本

遵循。一方面，有助于明确党支部阶段性工作目标，从而有

针对性地进行各项工作的推进，形成科学的培训发展流程。

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意义构建中由接受者主动建立信息意义

与判断信息价值过程的理念，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激发学生

党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助力党支部高质量发展。

②有助于凸显和加强学生党员的模仿榜样作用。在进

行形势判断时，人类本质的核心在于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

较，我们能够获取关于其他事物和他人的相关信息，进而降

低在绝对判断中的不确定性。意义构建对于学生党员个体来

说，于外提供了可参照对标的标准，于内构建了统一的认知

框架和绝对意义的方向。在这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组织目

标的引导下，学生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激发，做到自觉按

照要求认真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③有助于提高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力。提升学生党支部

组织力的关键在于促进学生党员对学生党支部和党员身份

的认同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意义构建，能够促进学生党

员的合理感知和有效履行对组织的认同，提升学生党员的信

任感和忠诚感，进而推动其政治素养的持续提升。最终得以

整合大学生党员和学生党支部的力量，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方

向，不断促进学生党支部组织力的系统提升。

3 高校学生党支部工作意义构建策略体系构想

3.1 先导策略
①端正学生入党动机，强化党性认识。从申请入党学

生的培养和教育抓起，明确强化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习近

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到共产主义理想问题，强调革命理想高

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每位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要从申

请入党的学生开始抓好身份意识教育，使之明确认知框架，

端正入党动机，从根本上明确党员的理想信念就是实现共产

主义。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党性认识，引导他们用科学

的态度审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内化为自我世界观和

人生观。在强化理想信念内核教育中，使培养起来的学生党

员能够打牢科学的思想基础，能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者。

②筛选和发展高成就动机学生。针对“00”后大学生

的鲜明特点和实际需求，将学生入党动机和党员发展的相

关标准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可以根据学生性格、爱好、

价值理念等条件进行分门别类，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要突出

学生的主体性，尊重他们的想法和观点，用他们乐于接受的

方式开展合适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打破唯“绩点论”和

“志愿时长论”的桎梏，通过辩论赛、读书会、访谈录、素

质拓展训练等系列活动挖掘思想积极向上、成就动机较高的

学生，在入口端严格把握学生党员质量。

3.2 精神策略
①赓续红色文化血脉，增强学生使命感，让学生深入

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时代征程中，红色基因的传承承载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

不仅是共产党人的根与魂，更是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奋斗精

神的重要源泉。一旦红色基因出现断代，将会严重动摇共产

党员的信仰基石，导致理想信念的崩塌。因此，要运用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的教育方法，

对高校学生进行红色基因移植，让学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理想，这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高校学生党建教育

义不容辞的责任。

②读懂“中国智慧”、弘扬“中国方案”，构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建国创业”，到“改革开放”，

再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了 70 多年奋斗，

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世界奇迹。当前中国已成为全

球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世界经济体，

近十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 30%，是推

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这些举世瞩目

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中国智慧”的成果。

要深入挖掘“中国智慧”的深层次内涵，描绘当前中国式现

代化的辉煌蓝图，引导学生辩驳西方中心化话语体系，自发

成为构建中国独立自主话语体系传播者。

3.3 内部管理策略
①严格落实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

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组织生活

在党员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从坚决贯彻执行党章的战略高

度出发，对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

“三会一课”是党组织生活的基石，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的重要抓手。这一制度的严格执行，从开始就确保了学

生党员从一开始就形成严格的纪律观念，深刻理解党的规矩

和纪律要求，养成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良好习惯。这

对于加强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提升他们的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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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强党支部政治生活

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必须坚决纠正和消除对政治的

忽视和淡化倾向。

②创新与丰富党支部活动形式。既要注重深入的理论

学习，也要设置轻松的座谈交流。要结合学生偏好创新线下

体验式教学活动，如桌游 + 党史、户外拓展 + 理论学习等

新颖方式，切实增强学生学习意愿和获得感。同时，常规性

的专题讲座、学习沙龙等党员教育方式，也可以考虑融入更

多元化的教育形式，如演出类、演讲类和文艺类等活动，将

优秀党员的事迹巧妙地编织进故事情节中，以寓教于乐的方

式，使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党性修养。

3.4 心理策略
①建立党员成长档案，做好党员生涯规划。意义构建

是一个持续反复的过程，需依赖现实中的正向发展来强化价

值信仰。因此，要充分认识党员教育与大学生生涯发展的关

系。一方面，要引导学生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背景中

寻找个人发展定位，并始终以国家意志、人民福祉作为衡量

和检验个人职业生涯决策的标准。另一方面，根据学生不同

阶段进行生涯指导，通过职业认知、生涯探索等课程帮助学

生提前确定从政（考公）、从学（考研）、从商（就业）的

毕业去向，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党课教学和党员引领的主渠

道作用。将学生个人切实价值需要贯穿于党员发展过程，依

托多种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发挥针对性教育指导作用。

②发挥“朋辈教育”功能。大学生作为一个处于特定

成长阶段的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朋辈群体的影响。由于朋辈群体成员间年龄相近、兴

趣爱好有共鸣，他们在相互交流和互动中所形成的观念和习

惯，往往能够更直接、更深入地影响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心

理状态。在某些情况下，朋辈群体的影响力甚至比父母、教

师等角色更大。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朋辈群体对大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合理的引导和教育，使其成为促进大学

生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一方面，要发挥学生党员的传帮带

作用。同学们之间，特别是学长学姐的建议，往往更容易被

同龄人接受与采纳。另一方面，可根据学生职业选择成立考

研、考公、求职小组，让学生党员分享学习经验，与发展对

象结对互助、日常相互督促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以身作则，

发挥个人的引领作用，形成了一种上下联动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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