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11期·　　　　 ·新西部

Party's  History & Party  Building丨党史·党建 Ｐ

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有所降低。此

外，由于医学生的培养周期长且层次多样，医学院校在

对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上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深入研

究和把握医学院校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补

足其精神上的“钙”，在当前医学院校党建工作中刻不

容缓。

党性教育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对科学本质、结构功能、

运动机制和发展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属于可知论

范畴，它构成了一个时代人类科学意识的核心理念，各

级党组织在其指引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党性教育，其主旨就是提升党员对于组织的理

解 ， 进 一 步 巩 固 党 的 建 设 工 作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

人的‘心学’。”自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后，党内发起了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把党性教育作为共

产党人塑造个人品格的必修课，由此激励党员发扬模范

作 用 ， 这 也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保 持 领 导 地 位 和 纯 洁 性 的 关

键。[1]对医学院校的学生党员强化党性教育，有利于重建

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推动全面发展，对形成严谨

的学风和优良的校风有极重大的意义。

医学院校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现状

（一）医学生党员入党动机不够端正

医学生加入党组织的原因并不纯粹，缺乏稳固的政

治理念和观点。目前，医学生就业形式越来越严峻，为

了使自己能够在求职就业时脱颖而出，缓解就业焦虑，

他们用各种砝码和光环装饰自己。于是，有的学生急于

进入党组织，以此来证明自己优秀；有的学生认为入党

成为党员是“有面子”“有优越感”的一种手段；还有

部分学生只是听从父母的安排或跟风，对入党的概念不

清晰。这些不纯的入党动机，使得医学生党员入党前后

表现不一，积极性降低，给医学生党员的党性教育工作

带来了阻碍。

（二）医学生党员理论学习缺乏主动性

部分医学生成为党员后，他们认为入党前已经掌握

了党的基本理念知识，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完成了积

极分子培训，觉得无需再严格约束自己，也没必要再使

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因此，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逐渐

减弱，对自己的要求也变得宽松，时常以繁重的学习任

务和身体不适为借口，不积极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时

事政治也漠不关心，缺乏政治敏感度，缺乏足够的信心

和自信来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G省Y医学院在实习生党

员的学习上存在类似问题，党员外出实习和党支部缺少

联系，实习任务中忽略主动学习等，上述因素直接或间

接削弱了大学生党员发挥引领作用，导致党组织失去活

力，无法吸收先进思想，停滞不前。

（三）对医学生党员教育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不足

一 些 学 生 在 加 入 党 组 织 后 ， 出 现 思 想 懈 怠 、 参 加

党组织生活不积极的现象，主要原因是高校基层党组织

对党员后续教育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存在不足。许多党组

织尚未建立完善、科学的监督和评价机制，要么制定了

却束之高阁，要么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行动中未能落

实 。 许 多 医 学 生 党 员 在 加 入 党 组 织 后 ， 对 党 没 有 归 属

感，感受不到党组织的“存在”，也不在乎周围同学的

看法，其他政治信念不够坚定的医学生党员也跟着随波

逐流。实习医学生党员这一群体在实习期间，其党内生

活应由所在实习医院负责，然而，由于学校党建制度的

不完善，导致学校与实习医院之间的衔接不畅，造成学

校的党支部很难管到这一群体，实习医院又不想管，进

而使实习医学生党员的再教育出现盲点。

（四）基层党务工作队伍建设薄弱

许多高校的党务工作队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拥有一支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基层党务工作队伍

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党性教育的基础和保障。[2]首先，伴

随着高校不断扩大招生，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学

生党员人数持续增长，这无疑加大了党务工作者的工作

负担。其次，许多高校的学生党建工作是由各二级学院

的辅导员负责，但他们还需要处理学生的日常事务、心

理辅导、学风建设以及大量的行政工作，这就使他们很

难把更多精力放在医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上，并且由于

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主力的辅导员队伍人员不稳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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