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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活力的路径

◎邹丽蓉
摘要：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从青少年出发加强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的活力，提

升高中学生的政治理念、文化意识。高中共青团团员应当认清共青团基层支部存在的问题，推动高中学校素质教育和道德

理念的开展和落实。培养青年团体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充分发挥党的后备军这一光荣使命。学校应当加强对共青团员团知

识的培训活动，创新团日活动内容，让学生能够在团支部中促进思想的成长，高中共青团团员应当努力学习新思想、新文化。

本文针对高中基层团支部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希望能够提升基层团支部建设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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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非常重视高中学校的思想政治

工作，学生在高中阶段接受的思想，会给

学生的后续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目前，

我国高中共青团团支部活力较低，共青团

团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不够，很少参加团

日活动，导致政治思想文化的传播出现断

层。许多高中学校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不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

一、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存在

问题研究

目前，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活力较

低的，主要原因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中学生共青团员身份认同薄

弱。许多共青团团员对于自己的身份认识

不够，不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是代表着共青团团员的身份。通过调查研

究大多数的高中共青团团员对团徽组成元

素、团旗的意义不了解。不会唱团歌，不

知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内容，

对团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能力较差。学生不

服从管教，对学校团组织的信息产生本能

的排斥。

第二，团支部活动缺乏创新。通过

调查研究能够发现许多高中学生由于学习

压力大，很少有时间参与团日活动，没有

认识到自己团员的身份和责任。并且高中

学校所开展的团支部团日活动缺乏创新意

识，很难调动学生参与的兴趣，对于团员

的教育和团日活动的开展缺乏目标。高

中共青团工作制度不完善，学生在缺乏

制度的约束下，很难能够主动参与到政

治学习和理论研讨的过程中。高中学校

的教师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认为高中

学生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习，不重视学生

思想文化的提升。

二、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活力的路径

（一）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团员意识

团支部是高中学生学习新思想、新文

化的重要场所，加强对学生思想引导，提

高团员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基层团支部活

力的提升。团支部应当加强对青年团体思

想的引导，让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利用多媒体微信等平台开辟团思想

学习阵地，定期推送先进人物、文化分享

内容陶冶团员情操，培养团员品德。团支

部应当开展座谈交流经验，让团员能够学

习新文化，引领学生思想的创新。团支部

可以定期开展学唱团歌、举团旗宣誓等活

动，让团员能够意识自己的身份。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让更多优秀的学生参与到

团组织中，扩大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的

影响力和活力。

（二）规范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

共青团应当充分发挥新思想、新文化

传播的有效途径，健全团组织活动。调动

青年团体学习的主观意识，让团员能够意

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提升青年团员的

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能力。积极培养团

支部的骨干力量，要明确共青团是一个具

有创造力，具有活力的组织。加强对基层

团组织的建设，采用支部考核、个人评比

等机制，让团员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

表现。对共青团团员开展适当的奖惩措施，

让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有助于对支

部成员的科学管理，提高团支部的活力，

形成高中共青团基层团支部的战斗力。

（三）重视主题团日，注重活动实效

团日活动中包含许多有益学生身心发

展的活动，团支部应当认识到开展团日活

动是自己的重要责任。要在每次主题团日

活动中明确所要表达的主题宗旨，给予高

中学生很强的代入感。要在团日活动中结

合学生的兴趣，向学生传达新思想和新文

化，调动学生参与的主观能动性，为学生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团支部应当注重完

善团日活动的管理制度，可以适当采用答

辩评比、座谈交流的教学形式，提高团日

活动的有效性，提升学生参与团日活动的

活力。

总而言之，学校方面要加强对共青团

基层团支部活力的建设，加强新思想、新

文化的传播，创新团支部的团日活动，形

成具有时代影响力的高中共青团组织。不

断地优化和完善团支部制度，让团支部活

动能形成规模化，提升高中学校基层团支

部活力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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