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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work into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of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the need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pecial services of social work for party building of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service process of social work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y building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of researching the need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of social work 

such as ecosystem theory and the professional method of group work social work as a link, social work services are 

provided for student party organizations, student party members and students, party members' voluntary service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work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y build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romote 

university students' party building. I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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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社会工作引入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

特色服务的需要。在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中通过调查问卷法调研高校学生需求，以生态系统理论

等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为依托，以小组工作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纽带，针对学生党组织、学生党员及学生、党员

志愿服务等方面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初探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推动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理论

与实务领域的发展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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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社会工作在一百多年的本地化过程中对于党建

社会工作的研究较少，由于党建是中国特有的领域之

一，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校肩负着培育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毫不动摇的加强

党对高校的领导，改进高校党建工作。随着新时代的

到来，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前端

触角，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的基础。 

近年来，国内对于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研究

颇多，对文献进行梳理将有关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

的研究分为三类：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54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HSSR 2021)

Copyright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145



第一类是社会工作专业融入高校学生党组织建

设。程丙、刘佳通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实现“学习型”

党支部、“服务型”党支部、“创新型”党支部的转变

与发展[1]。第二类是社会工作专业介入高校学生党建

工作组织领导、教育培养、发展党员、党员管理、作

用发挥和条件保障等过程的相关研究。魏爽探讨了新

时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育新模式，尝试将“小组工作”

方法介入高校学生党建领域[2]。第三类是运用社会工

作专业方法解决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困境的相关研究。

万艳面对新时代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存在的困境，以互

构性治理的视角从价值理念、理论传统、专业方法三

方面提升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有效性[3]。 

虽然之前的文献已经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了社

会工作专业参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具体方式，但没

有对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内容进行系统化概述，实

务方面更是凤毛麟角。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党建社会

工作领域探讨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框架体系构

建，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小组社会工作”等社会

工作专业理论方法，提出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服

务内容主要分为学生基层党组织服务、学生党员服务、

党员志愿者服务、党务工作服务等四部分，从而进一

步提升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与高校学生党建工作

的高度契合性。 

2.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理论梳理 

2.1.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性 

目前，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在实施入党教育、价

值观教育等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改革开放

以来，集体主义价值观就受到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冲

击，社会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高校学生党建的核心价

值观弱化。1980 年以来社会中凸显了一种新的社会价

值观——中国社会的个体化[4]。这种个体化呈现出了

众多的“无公德的个人”现象，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

我中心观念。其次，目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制度不够

完善，缺少必要的长效机制。高校学生党支部普遍存

在教育缺失现象，很多党支部把党员发展放在党支部

工作的首位，导致学生党员的理论知识相对贫乏，缺

少党性修养，影响党员质量。 

2.2.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含义 

结合国内和国际权威表述，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

作，是指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

法，为高校大学生基层党组织、大学生党员及大学生

提供以恢复或强化能力，融入集体、发挥功能等为目

的的专业服务，从而对学生党员和学生党组织进行先

进性的建设，增强学生党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大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定位为服务大学生、服务

党组织及大学生党员。以服务高校学生为主线，以服

务学生党组织及学生党员为方向，以党建社工服务技

能为手段，通过大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发动大学生党

员服务大学生，党员带动大学生服务社会，探讨党群

共建、党群共融的发展新模式。 

2.2.1. 以服务高校学生为主线 

高校学生是正在接受基础高等教育和专业高等

教育的一群人，服务高校学生作为高校学生党建社会

工作的主线，主要做实两个基础：一是价值观激励，

鼓励支持大学生在班级、学生组织中任职，积极培养

思想上积极上进的大学生提交入党申请书、发展入党

积极分子、预备党员等，坚定高校大学生红心向党的

信念。二是微环境优化，积极为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

学习辅导等措施，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大学生活、提升

自身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鼓励和推荐优秀大学生参

与文化专业技能比赛，参与活动组织与建设，发挥自

身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标兵。 

2.2.2. 以服务学生党组织及学生党员为重点 

高校学生党员社会工作服务重点要做好学生党

组织及学生党员服务，一方面增强学生党员的政治归

属感，为学生党员提供微环境优化服务，通过心理咨

询、学习辅导、社团组织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学生党

员参与集体生活，融入群众，发挥学生党员的带头作

用。另一方面加强对相关党务工作进行培训，主要内

容包括协助党组织做好党务会务工作、文档工作等行

政事务性工作；协助党组织做好日常大学生党员管理

工作；协助党代表开展联系普通大学生工作；通过开

发和运营新媒体、自媒体，扩大大学生党组织的影响

力。 

2.2.3. 以服务社会为根本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在高校学生党员、学生

党组织与社会之间构建联系，使高校学生党员在党组

织、校园、社会中践行党员的社会责任。通过组建大

学生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建立大学生党员志愿者服务

站等多种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载体，

积极利用高校、社会组织等周边服务资源，建立志愿

服务合作关系。依托高校党员活动室，打破地域、单

位、系统的限制，引进各类群众团体、院校组织、志

愿服务队等社会力量，开展经常性大学生党员社会工

作服务。为高校学生提供就业指导等服务，对于就业、

创业的高校学生提供有利的支持，为其回报社会奠定

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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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框架体系构建 

 

图 1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框架体系 

3.1. 以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 

生态系统理论指导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应用，

高校学生、学生党员与他人、与学生组织、与学生党组

织处于相互作用之中，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的目标

不应只关注其个人的行为，还应该关注高校各个子系统

之间和高校学生的相互影响。将高校学生党建与社会工

作专业融合，依托高校基层党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

班级、宿舍等高校社会组织系统、教师、同学等社会支

持系统发展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为高校大学生、学

生党员、大学生基层党组织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3.2. 以小组工作方法为依托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依托小组工作方法，在

不打破原有党组织架构的前提下，党员根据自身特点

和需求，自主选择个性化党小组。个性化党小组面向

全体同学开放，非党员学生可向党小组提出申请，参

加小组活动。一方面围绕党员支援服务设置党小组。

根据党员学生兴趣爱好、技能专长、就读专业年纪等，

把同专业、同年级、同爱好的党员编入同一党小组，

使党组织开展活动更有针对性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围

绕党员作用设置党小组。结合开展党员学生承诺制、

党员学生责任制、评星定级等活动，根据不同制度具

体情况设立党小组。 

3.3.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构建 

3.3.1. 创新高校学生党组织培养方式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学生党组织服务是指高校学

生党建社会工作者面向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提供价

值观激励服务，不断增强学生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归属

感。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一方面要协助学生党组

织做好党员培养发展工作，创新党员培养方式。通过

联合培养、多方培养、“火线”培养等培养方式，推动

高校学生党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创新高校学生党员考

察方式，坚持“即席演讲”与“现场答辩”相结合的方式，

多层次多方面了解考察对象情况。另一方面要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学生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整合班

级、学生组织、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资源，开展“建

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不断增强学生党员对党组织

的归属感。开展学生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密切联系同

学，促进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3.2. 促进高校资源协调整合，推动社会工
作服务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学生援助服务是指协调

相关人员为有需要的高校学生提供法律、医疗、就业

等方面的咨询服务、链接资源服务、心理疏导服务等。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通过调查问卷调研需求，帮

助困难党员、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低保金、

大病医疗救助金等，使生活在困难底线上的学生得到

最及时、最有力的帮助。通过对困难学生开展学习能

力、学习方法、技术帮扶能方面的辅导，依托学生基

层党组织，运用多种技术手段，采取办培训班、开现

场会、远程网络教育等方式进行思想教育。高校学生

党建社会工作者通过高校需求评估，推进“扶助式”

平台、“联络式”平台、“服务式”平台、“文化式”平

台等多个平台建设，统筹高校资源。针对思想上有问

题的学生党员，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者采取认知行

为疗法、任务中心模式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改变学

生党员对党的政策、组织建设等方面的错误认知与行

为，从而进一步改变目前部分学生党员补交党费、不

参与组织生活、不做组织交办的工作任务的现状，提

升学生党员党性修养。 

3.3.3. 扩大高校学生党员志愿者服务范围 

学生党员志愿者是指学生本人自愿向学生基层

党组织进行申请，通过自己的带头和桥梁作用，无偿

为学生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影响和带动周围同学、

学生党员。扩大高校学生党员志愿服务范围，不仅包

括服务人员的范围，服务高校学生、基层党组织、社

会，还包括服务内容的范围。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政

府会议期间进行政策法规宣传，及时学习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协助学校党委、团委宣传资助、就

业、学校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学生意见收集，深

入了解高校学生心声，收集反馈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向上级基层党组织报告高校学生的突发事件和

其他事件。文明新风维护，在高校内开展各类文明创

评活动，弘扬先进，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团结互助的

氛围，抵制法轮功等各种邪教组织。就业创业服务，

以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开展免费就

业创业技能培训，推荐再就业，指导创业，协调落实

就业和创业优惠政策等服务。文体活动服务，通过学

生组织、学生社团等各类文体活动队，组织高校学生

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其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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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结合高校学生实际需求，发挥学生党员志愿者

特长，开展其他各类特色服务活动。 

4. 结论 

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对高校学生

党建工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高校学生党建

社会工作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方法为高校学生

提供价值观激励，微环境优化等服务。虽说近年来对

于党建社会工作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于高校学生党

建社会工作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本论文对于该领域

的研究具有指导实践的理论意义。但本文仅仅通过生

态系统理论的视角看待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认为高校

学生、学生党员所存在的问题与需求与其所处的生态

环境密切相关，没有将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进行深度

考虑，相对比较片面。未来可以将其他社会工作专业

理论与方法引入高校学生党建社会工作中，例如理性

情绪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等，通过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调整服务对象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

从而推动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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