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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 party members are the advanced elements in the student group, no matter from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r action 
performanc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to drive the student group to play a direct impact. While conscientious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school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i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humanism as the advocacy, adhere to the student party members as the main body, through 
respect and trust, stimulate the students’ potential and creativity. Establish a sound student party member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play the vanguard and exemplary role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number of student party 
members keeps increasing, we should ensure the advanced nature of each individual. By studying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concep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tudent party memb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student party memb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practice based on humanistic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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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党员是学生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无论从思想觉悟还是行动表现上，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带动学生群体都起到直接
的影响。学校在认真抓好发展学生的党员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加强其教育管理工作。以人本理念概念为倡导，坚持以学
生党员为主体，通过尊重和信任，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建立健全的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发挥出学生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在确保学生党员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保证每个个体的先进性。论文通过研究人本观念的概念和学生党员教育
管理创新实践的重要意义，提出基于人本理念的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实践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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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校党建工作在继承中不断

进行优化和创新。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作为党建工作重

要环节，结合学生党员的先进性特征，依据人本理念的背景，

在实践中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从而提升学生党员的政治思

想素质，有效发挥出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

用。这是高校党组织对于党员培养和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也是关系国家振兴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2 人本理念的基本概念

人本理念是一种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的

人本思想。人本理念基于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认可，将人的

需求和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出对人的

尊重、关爱，还强调以人的需求和利益为中心来制定策略、

规划发展，重视人的感受和福祉，从而达成为人谋取福利的

目的。

在管理上，人本理念要求强调个体的需求，尊重个人

价值和尊严，鼓励员工的自我实现和个性化发展，创造出一

个积极向上、和谐友爱的环境。让个体感受到关爱、尊重和

信任，从而提升个体的工作积极性、满意度；在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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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理念关注个体的个性特点和能力需求，尊重个体的人

格，重视情感体验和人格塑造，以培养个体的全面发展为基

本目标；在社会服务方面，人本理念意味着将人的需求放在

首位，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促进人的全面进

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人本理念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概念，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关爱和信任。人本理念是建设和谐社会，提升国家整体素质

的指导思想。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能力的需求，个性的发展，

从而促进全面发展。

3 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实践的重要意义

3.1 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学生党员作为青年团体，是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他们承载着国家和民族对于未来的美好期望。只有一代一代

的青年人努力奋进、持续奋斗，才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学生党员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新生力量，是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未来将奔赴

祖国各地，成为建设祖国的坚实力量。因此，对学生党员的

教育管理工作进行不断的创新实践，就是提升对其的教育质

量，更是培养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基础

工作和必经之路。

3.2 有助于院校党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中明确提出，要

加强学生党员群体的教育管理，从而更好地发挥学生党员在

学生群体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学生党员是院校学生中素质最

高的队伍，是链接和团结广大普通学生的枢纽，更是学生日

常管理工作的参与者，校园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加强学生党

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能够更好地在校园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从而有效助力院校党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3.3 有助于保障学生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新时代的到来，学生的成

长和学习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未来的发展，

也面临着很多的机遇和挑战。在现实的情况中，很多学生在

学习中、生活中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努力的动力。学

生党员在集体的生活中，应当起到良好的领头作用和示范作

用。在学生和生活中，注重提升党性修养，有坚定的理想和

信念，让其他学生能够跟随和借鉴。院校的党建工作者应当

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群体树立听党

话、跟党走的意识，时刻保持学生党员队伍的先进性、领导

性和示范性。

4 基于人本理念的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实
践策略

4.1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党员的政治素质
学生党员的入党工作，不仅在组织上，也需要在思想

上进行提升。不断加强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是学生党

员思想入党的根本途径。新时代对于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素

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院校需要持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做

好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从而保证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4.1.1 强化一个意识
在院校的学生群体中，学生党员具有两个特性。既与

普通学生具有共性，进行相同的学习和生活；也具有个性，

作为党员，需要思想先进、工作认真、眼光高远。院校在教

育管理工作中应树立学生党员的角色意识，认清角色的本

质，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中积极向上，努力奋斗；在生活

中，政治善良，诚实守信；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团结友爱。

明确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形象，从而提升自己的角

色意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4.1.2 加强思想教育
四项教育包括：一是党的基础知识教育。院校应当把

党的基础知识教育作为强化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

要求其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时刻按照基础工作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用党的理论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二是理想信念教育。

学生党员应当树立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规定的目标、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奋斗的坚定信

念。三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于党员来说，要具备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四是爱

国主义教育。强化学生党员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其对祖国

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维护祖国尊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从而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4.1.3 做到“一要六带头”
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保证党的先进性的必要条

件，也是对每一位党员的最根本党性要求。院校应当在教育

管理中加强对学生的党员的培训，力争做到“一要六带头”。

“一要”指的是要时刻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基本

宗旨。“六带头”指的是带头参与学校、班级组织的政治学

习和集体活动；带头做好本职工作，做好刻苦学习、踏实工

作的典范；带头联系群众，做老师和同学的知心人；带头遵

纪守法，遵守校纪校规，做群体的表率；带头开展批评和自

我反思，做团建的楷模；带头争挑重担，发扬吃苦在前、享

乐在后的精神，学习雷锋精神，帮助别人，多做贡献。

4.2 创设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学生党员的监督管理
学生党员的管理工作，关系着党员的全面素质的提升

工作，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工作。院校的党建组

织应当根据党员的条件和标准，建立健全的工作机制，以此

鞭策每一位学生党员的自身行为，强化对学生党员的监督和

管理。以人本理念为核心，以学生党员作为管理的核心，强

调学生党员的价值和作用。

4.2.1 共青团推优制度
共青团是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团，担任着为共

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不断培养新生力量、输送新鲜血液的重要

使命。因此，在共青团中培养和考察优秀个体，推荐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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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入党，是院校共青团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团组织应

当在建设工作中深入调查、积极培养，把思想政治素质高、

学习目的明确、工作认真负责、能起到先锋示范作用的优秀

团员积极推荐给党建组织，作为党的培养和发展对象，积极

推动和促进党建的工作。从而保证入党积极分子的先进性和

价值。

4.2.2 定期思想汇报工作
在入党之后，院校应当要求党员保持作为积极分子时

的定期思想汇报工作，经常性、持续性地向党组织汇报自己

关于思想、学习、工作的觉悟和观点。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和

重要的政治活动时，应当进行专题汇报，详细阐述自己的立

场、观点、感悟和认识。思想汇报工作可以强化学生党员的

思想政治素质向着积极正确的方向发展，使学生党员能够在

党组织的有效监督工作下，积极鞭策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

的思想，促成自己的发展。

4.2.3 定期开展学习和民主评议
每一位学生党员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

报告。并在学习理论之后，写出心得体会和思想汇报，从而

在感悟中更加深入理解和领会党中央精神，并能够在大是大

非中站稳立场，严格践行中央精神。院校的党建组织也应当

要求学生党员进行定期的自我检查和自我反思，在自我批评

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自我反思中鞭策自己的行为习

惯，优化自己的思想观点，提升自己的政治素质，从而达到

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发展自己的目的。

4.3 提升组织生活质量，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锻炼
组织生活是实施对学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主要载体。

院校不仅要注重组织的数量，更要重视组织的质量，运用形

式多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组织生活来提升教育管理的效

果。在增强学生党员的党性锻炼，提升组织生活的质量方面，

院校需要从“三个落实”为着力点，从根本入手，从本质出发。

4.3.1 从组织上落实
学生党支部可以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邓小

平理论学习小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等，从组织上保证对

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方面的工作，从而加强学生党员对党的知

识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提升学生党员的思想觉悟。

4.3.2 从计划上落实
院校党组织应当依据院校党委、院校党总支的统一部

署和安排，结合学生党支部的实情，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生党

支部工作计划。让党支部在工作中有章可循，有目标可推进。

并引导每一位学生党员个体制定适合本人的学习计划、工作

计划，运用这种方式强化对学生的党员的教育管理。

4.3.3 从内容上落实
院校党建组织应当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对于学校的

专业、就业、创业、办学等重点、难点工作开展学习和讨论

活动，促进学生党员的工作积极性。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党员

不怕困难、不惧艰苦、勇于创新的精神，并深化对学生党员

党风、党纪、廉政方面的教育管理。

4.4 完善学生党员考核体系，调动青年党员的积极性
院校应当构建完善的学生党员考核体系，从而从各个

方面强化党员队伍的建设工作，发挥出学生干部在管理、教

育、服务等工作中的作用，并运用表彰、激励等机制充分调

动学生党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学生党员的

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考核工作应注意全面性和完善性，包

括学生党员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学习态度、社会参与性、

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细则表现。并保持考核的持续性，可

以分成月考核、学期考核和年度考核，并对各方面表现优秀

的党员进行表彰和实物激励。为了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院

校党组织应经过党员自评、民主评议、考核小组评议、组织

评议的程序，评定各个等级。从而有效提升每一位学生党员

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党员的全面发展。用激励式激发出学生

党员的潜能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学习生活

的不断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人本理念倡导的精神。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上进行创新实

践是推进院校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提升学生思想教育

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人本理念的背景下，应用有效的策略提

升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发挥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的

先锋示范作用，从而保证学生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有效助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推进。这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的基础工作，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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