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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团改革背景下在高校学术型社团建立团支部的实践探
索——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例
李慧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陕西渭南 710311

高校学术型社团作为“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营造校园学习和学术氛围、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促进学
科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高校学术型社团中建立团支部，有助于在社团活动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
术型社团吸引力，规范社团管理、促进社团良性发展，更好地发挥育人作用。

关键词

学术型社团；社团建团；群团改革；学科建设

1 引言

2016年印发的《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

“要推进社团建团，……构建多种模式、多重覆盖的团建创

新机制”[1]。在学术型社团中建立团支部，既开拓了思想政

治教育新阵地，也增强了社团的凝露力，提高了学术型社团

的吸引力，促进了学术型社团良性发展。

1.1 学术型社团概述

2020年 1月颁布的《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明

确指出：“高校学生社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素

质教育的重要载体”[2]。高校社团的分类目前没有统一的标

准，大致可分为：思想理论型社团、文艺体育型社团、社会

实践型社团以及学术科技型社团 [3]。学术型社团是以热衷于

某一学术领域或学术问题的学生为主体，在专业教师的指导

下，以课题研究和学术研讨等为主要活动内容，由学生自发

成立的群众性学生团体 [4]。

1.2 学术型社团的作用

学术型社团是高校第二课堂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

现有封闭的教学体系，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搭建了沟

通的桥梁。在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引导学生主动

学习、加强师生课后交流、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交流与

思想碰撞、激发学生创新精神、浓厚校园的学习和学术气氛、

促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1.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学术型社团发展概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共有三个学术型社团，分别

是数学建模协会、力学协会、数学协会。其中数学建模协会

成立于 2015年，2020年成立团支部，现有会员 1000余人，

为学校最大的学术型社团。连续三年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南

山书院评为“十佳社团”，连续两年荣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2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5期·2022 年 03月

团委评为“十佳社团”。

2 现阶段高校学术型社团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2.1 数量少且吸引力不够

通过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生社团调查发现：学术型

社团数量较少，且吸引力不强。在社团纳新时，5%的学生

选择思想理论型社团，31%的学生选择社会实践型社团；

53%的学生选择文艺体育型社团，只有 11%的学生选择学

术科技型社团。尽管学生有提升自己学术素养的现实需求，

但参加社团后发现学术科技型社团很死板、乏味，大多以讲

座为主，个别讲座理论高深，低年级学生听不懂，导致学生

参加活动不积极，后期退团的学生较多。

2.2 经费不足、会员少，运行困难

现在已明令禁止学生社团收社费，社团的经费主要来

自校院两级团委的拨款以及校外机构赞助等。但校院两级团

委经费审批严格，分配到每个社团的很少，支持力度有限。

校外机构一般目的性比较强，个别校外机构还有外资背景，

借机传播社会不良思潮与西方意识形态，因此学校对校外机

构审批较严，能获得的资助较少。综上所述，学术型社团普

遍面临经费很少、人手不足的窘境，甚至维持本社团的日常

运作都困难。

2.3 制度不完善、管理薄弱、精品活动少

高校学术型社团普遍存在“高度自主”、制度建设不

规范等问题；部分学术型社团建设对社团骨干的能力素质依

赖性强，资料保存不完善，容易发生断茬现象；个别社团骨

干奉献意识不强，社团内部组织涣散，凝聚力不强；部分学

术型社团活动开展以讲座、学术沙龙为主，形式单一，同质

化严重，精品活动少，吸引力不强。

2.4 意识形态领域缺乏监管

部分青年学生辨别能力差，容易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

侵蚀，个别社团成员思想认识上有偏差，传递一些错误的观

点；部分社团开展的活动思想性不强，质量层次不高。

2.5 指导教师队伍不足

原则上社团处于团委教师和指导教师双重管理，一方

面因团委老师行政事务多，指导多个社团，因精力分散导致

指导不深入；另一方面社团缺乏政策上的支持，指导教师以

义务劳动为主，指导教师自身科研压力大，导致指导工作浮

在表面，不够深入 [3]。

2.6 四化问题比较严重

相较于学生党员干部、共青团干部等，学术型社团的管

理人员不论从设置选拔、工作规范都和前者有差距。学生社团

长期处于“高度自由”的状态，部分学术型社团内部结构繁杂，

机关运作气息浓厚，官僚主义严重；学术型社团的自身定位应

以学术研究为主体，但实际情况来看，重“活动”轻“学术”

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以娱乐性活动代替学术讲座 [3]；还有一些

学术型社团经费使用不透明，脱离群众现象较严重 [5]。

2.7 理念滞后，与社会脱节

学生往往不能把握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前沿，对

最新的理论一知半解；学生之间交流比较肤浅，很难上升到

理论层面；社团骨干的能力、风格、偏好很大程度上影响整

个社团发展水平、风格和特征，导致社团发展水平不一；部

分学术型社团盲目发展，活动内容与形式陈旧，缺乏时代感

与吸引力。

3 在学术型社团建立团支部的实践探索

第一，依托社团团支部建立思政政治教育新阵地，拓

宽党员发展考察路径。2016年 11月颁布的《高校共青团改

革实施方案》中提出：“构建党领导下的“一心双环”团学

组织格局 [1]。”高校学生社团就是其中的“一环”，基层党

委要将社团建团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通过团支部及时掌

握社团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把思政元素渗透到社团日常学

习活动中，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定期对团支部成员考察和培

训，落实团支部成员在思想政治教育、舆情监督等方面的责

任，发挥团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团支部考察社团成员思

想状况和日常表现，并做好记录，基层党组织在党员发展时

将社团团支部意见作为重要依据。

第二，将学术型社团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由学科党支部组建指导教师团队，构建“学科党支部 +

社团团支部”的指导模式。各学科党支部严格把关，挑选政

治思想过硬、业务能力强的专业教师成立指导教师团队，变

个人指导为团体指导，使指导工作具有连续性，确保学术型

社团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连贯开展；将学术型社团建设纳

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总体布局，构建“专业课 +通识课 +

社团活动 +兴趣小组 +学科竞赛”的一体化育人模式，促

进学术型社团活动系统化课程化，更好的服务学生成长成

才；通过学术型社团检验人才培养成果，分析教学和科研存

在的不足，促进学科建设。

第三，构建以团支部为领导核心，社团理事会为主要

执行机构的运行模式。实行会长负责制，协会会长兼任团支

部副书记或团支部书记兼任协会会长。协会会长在团支部的

领导与监督下开展工作，代表协会定期向团支部、团员大会

汇报工作。社团重要事项须经支委会研究通过，由社团团员

大会决定。校院两级团委成立专门部门，指导社团按照《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召开团员大会，公开竞选团支部

书记和支委，定期汇报工作情况。

第四，依托团支部完善社团组织制度建设，提高学术

型社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校院两级团委，一是结合学术型

社团特点，通过指导、培训、检查、评选等方法，引导社团

在遵守校纪校规的基础上，建立符合社团特点的规章制度。

二是指导团支部定期开展理论学习，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社

团成员头脑，进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定期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夯实社团建设的思想基础；四是依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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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储备人才，团支部换届与社团理事会换届时间上要相隔

半年，确保社团发展的连续性。五是依托团支部编撰社团史，

凝练符合学术型社团特点的精神，寻找社团发展方向，提高

社团成员使命感和责任感，夯实社团发展基础。

第五，依托团支部建立社制团联动机，打造思想性强

的特色品牌活动。一是依托校院两级团委做好顶层设计，落

实审批程序，严把政治关、思想关，促进社团间的联动与交

流，开展高质量的学术讲座、分享沙龙、科技文化节、社团

文化月等活动，营造校园学术氛围；二是可以依托“智慧团

建”等信息化平台，开展“星级社团”评比活动，对星级高

的社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正反馈，促进社团良性发展。三

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渗透到学术型社团活动中，依托指导

教师、社团骨干，可侧重人才兴国、科技强国等主题，在学

术科研活动中开展课程思政，着力打造符合社团特点的、思

想性强、质量层次高的特色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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