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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新生入党积极分子跨校区培养联系机制研究

刘　芳　张永明　孙　凤　杨　雪

摘要：培养联系机制在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联系机制影响学生的感受

和培养质量，同时应接受学生的监督和评价。基于 2021 级北京大学医学预科生中入党积极分子的统计数据，

考虑所在院系党委对学生跨校区培养的特性，调查和分析医学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对不同培养联系机制的满

意程度，研究影响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满意程度的独立因素，从而形成对高校新生入党积极分子跨校区培

养联系机制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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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

本大计 [1]。培育好入党积极分子，为党输送优秀的

青年人才，是储备党的后备力量，打造合格党员，

实现党的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大学新生富有

激情、政治热情高、可塑性强，积极分子数量较多。

抓住新生阶段进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帮助新生积

极分子提升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确立坚定的共产

主义信仰，激发有志青年更加自愿、自觉地向党组

织靠拢，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义不容辞的责任 [2]。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倡导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活动以语言为媒介，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

主体间性为核心，促进交往的有效性、现实性和平

等性，达到共识与行为的协调 [3]。入党申请人被确

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后，党组织委派的培养联系人会

与其谈话，从而全面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情况，并

及时进行帮助教育。培养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联

系与谈话的过程，本质上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往过

程，二者通过坦诚沟通，达成理解，促进行动，继

而培养联系人实现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有效教育。北

京大学医学预科生第一年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事

务性管理由燕园校区的医学预科辅导员负责，但入

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任务仍归属医学部校区的不

同院系。北京大学医学部各院系党委遵照《中国共

产党章程》，以《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为指导，在落实培养联系人制度过程中，根据学生

专业特点、培养规模、院系正式党员资源等情况，

为新生入党积极分子选派培养联系人，实施不同的

联系机制。本文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指导下，

从入党积极分子视角收集信息，全面了解其对于培

养过程中所实施的联系机制的满意程度，进一步分

析影响满意程度的因素，以期更加深入探索入党积

极分子培养联系机制的育人功能，为各院系党委进

一步改进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机制、提升新生入

党积极分子培养质量提供参照。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22 年 6 月，选取北京大学 2021 级医学预科

生中 227 名入党积极分子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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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本研究内容均已知情同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问卷为自行设计，

通过查阅文献，再根据专家的意见调整部分问题并

最终确定。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培

养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的联系机制以及学生满意

度三个部分。其中，个人一般情况包括学籍所属学

院、专业、担任学生干部经历、申请入党原因等；

培养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的联系机制的调查则根

据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三个层面进行设计，即

①交往行动方式；②交往交流内容；③交往交流效

果；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总体满意程度作为研究

结局，采用李克特五级分类，“非常不满意”“不满

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通过问卷星

发放问卷，由学生匿名填写。

（三）统计学处理

相关调查数据采用 SPSS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处理。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述，组件

比较采用 χ2 检验，经过平行性检验（χ2=25.653，
P=0.108），满足平行性假设，因此，选择有序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总体满意度

的独立因素。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本研究发放问卷 22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7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 100%。

（一）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总体满

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目前所实施的培养

联系机制总体上感到非常满意、比较满意和一

般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37%(84/227)、30%(68/227) 和
19.4%(44/227)，但也有 10.6%(24/227) 和 3.1%(7/227)
的学生感到不太满意和完全不满意。

（二） 培养联系机制及不同类别的入党积极分子

对培养联系机制满意度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227 名新生入党积极分子的学

籍分属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区的四个院系、六个专业，

不同院系的党委为不同专业的新生入党积极分子选

派不同角色的正式党员担任培养联系人。多数被调

查的入党积极分子日常与其培养联系人在一个校

区，他们更多地通过面谈和每季度谈话一次的方式

建立联系，培养谈话的内容较多涉及入党动机、党

的理论、学业情况、生活情况、理想与发展等部分。

通过接触，多数学生对培养联系人加深了解，也能

感受到培养联系人对自己的帮助。

调查中各要素与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总体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进一步采用单因素分析

得知，学籍所属学院、专业、培养联系人身份、入

党积极分子与培养联系人是否在同一校区，谈话频

率，以及谈话内容中的入党动机、学业情况、生活

情况、理想与发展共 9 个自变量与学生总体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详见下页表 1。

（三） 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过程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混杂因素，进而更准确地探

讨表 2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9 个自变量中影响入党

积极分子总体满意度的因素，通过相关性与共线性

检验显示，“学籍所属学院”（r=-0.542，p<0.001）、
“专业”（r=-0.644，p<0.001）、“培养联系人身份”

（r=-0.860，p<0.001）3 个变量和“与培养联系人日

常是否在同一校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且

4 个变量 VIF 均大于 10，说明 4 个变量存在共线性，

因此只保留了“与培养联系人日常是否在同一校

区”这一自变量。将表 2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无共

线性的 6 个自变量纳入有序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与培养联系人日常是否在同一校区”

和培养联系人与积极分子谈话时内容涉及“学业情

况”“生活情况”“理想与发展”4 项自变量对入党

积极分子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培养

联系人与自己日常不在同一校区的医学生，对培养

联系机制的满意度是培养联系人与自己在同一校区

的 0.153（0R=0.153，P=0.000）；培养联系人与自己

谈话的内容没有涉及学业情况、生活情况、理想与

发展内容的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满意度

是分别涉及此内容的 0.351（0R=0.351，P=0.000）、
0.310（0R=0.310，P=0.000） 和 0.508（0R=0.508，
P=0.0.029）。具体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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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选项 学生数
医学生对培养机制的满意度

ｘ 2 值 ｐ值
完全不满

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学籍所属学院

基础医学院 182(80.2) 2(1.1) 12(6.6) 27(14.8) 63(34.6) 78(42.9)

68.250 <0.001
公共卫生学院 17(7.5) 0(0.0) 5(29.4) 8(47.1) 3(17.6) 1(5.9)

药学院 12(5.3) 3(25.0) 3(25.0) 3(25.0) 0(0.0) 3(25.0)
医学人文学院 16(7.0) 2(12.5) 4(25.0) 6(37.5) 2(12.5) 2(12.5)

性别
男 104(45.8) 1(1.0) 12(11.5) 18(17.3) 34(32.7) 39(37.5)

3.892 0.421
女 123(54.2) 6(4.9) 12(9.8) 26(21.1) 34(27.6) 45(36.6)

专业

临床医学 107(47.1) 0(0.0) 1(0.9) 6(5.6) 39(36.4) 61(57.0)

112.566 <0.001

基础医学 44(19.4) 2(4.5) 9(20.5) 15(34.1) 11(25.0) 7(15.9)
口腔医学 31(13.7) 0(0.0) 2(6.5) 6(19.4) 13(41.9) 10(32.3)
药学 12(5.3) 3(25.0) 3(25.0) 3(25.0) 0(0.0) 3(25.0)

预防医学 17(7.5) 0(0.0) 5(29.4) 8(47.1) 3(17.6) 1(5.9)
医学英语 16(7.0) 2(12.5) 4(25.0) 6(37.5) 2(12.5) 2(12.5)

担任学生干部经历
无 97(42.7) 1(1.0) 11(11.3) 16(16.5) 31(32.0) 38(39.2)

3.580 0.466
有 130(57.3) 6(4.6) 13(10.0) 28(21.5) 37(28.5) 46(35.4)

申请入党原因

为了自己的信仰 166(73.1) 4(2.4) 16(9.6) 35(21.1) 49(29.5) 62(37.3)
5.925 0.656随大流思想 18(7.9) 1(5.6) 1(5.6) 1(5.6) 7(38.9) 8(44.4)

为今后更好发展 43(18.9) 2(4.7) 7(16.3) 8(18.6) 12(27.9) 14(32.6)

培养联系人
身份

医预辅导员 138(60.8) 0(0.0) 3(2.2) 12(8.7) 52(37.7) 71(51.4)

100.423 <0.001
师哥师姐 33(14.5) 2(6.1) 9(27.3) 14(42.4) 5(15.2) 3(9.1)
专业班主任 44(19.4) 2(4.5) 9(20.5) 15(34.1) 11(25.0) 7(15.9)

学院学生党总支
书记或副书记

12(5.3) 3(25.0) 3(25.0) 3(25.0) 0(0.0) 3(25.0)

与培养联系人日常是
否在同一校区

是 139(61.2) 0(0.0) 4(2.9) 12(8.6) 52(37.4) 71(51.1)
78.361 <0.001

否 88(38.8) 7(8.0) 20(22.7) 32(36.4) 16(18.2) 13(14.8)

谈话方式
面谈 170(74.9) 3(1.8) 18(10.6) 35(20.6) 48(28.2) 66(38.8)

5.601 0.231
线上谈话 57(25.1) 4(7.0) 6(10.5) 9(15.8) 20(35.1) 18(31.6)

谈话频率
每个季度一次 173(76.2) 3(1.7) 15(8.7) 30(17.3) 56(32.4) 69(39.9)

11.394 0.022
未达每季度一次 54(23.8) 4(7.4) 9(16.7) 14(25.9) 12(22.2) 15(27.8)

谈话内容含入党动机
是 209(90.3) 4(2.0) 20(9.8) 40(19.5) 65(31.7) 76(37.1) 12.318 0.015
否 22(9.7) 3(13.6) 4(18.2) 4(18.2) 3(13.6) 8(36.4)

谈话内容含党的理论
是 161(70.9) 4(2.5) 16(9.9) 29(18.0) 44(27.3) 68(42.2)

6.764 0.149
否 66(29.1) 3(4.5) 8(12.1) 15(22.7) 24(36.4) 16(24.2)

谈话内容含学业情况
是 171(75.3) 2(1.2) 6(3.5) 29(17.0) 56(32.7) 78(45.6)

58.741 <0.001
否 56(24.7) 5(8.9) 18(32.1) 15(26.8) 12(21.4) 6(10.7)

谈话内容含生活情况
是 160(70.5) 1(0.6) 6(3.8) 23(14.4) 52(32.5) 78(48.8)

62.890 <0.001
否 67(29.5) 6(9.0) 18(26.9) 21(31.3) 16(23.9) 6(9.0)

谈话内容含家庭情况
是 65(28.6) 2(3.1) 4(6.2) 11(16.9) 20(30.8) 28(43.1)

2.894 0.567
否 162(71.4) 5(3.1) 20(12.3) 33(20.4) 48(26.9) 56(34.6)

谈话内容含情感状态
是 42(18.5) 1(2.4) 1(2.4) 6(14.3) 12(28.6) 22(52.4)

7.370 0.118
否 175(81.5) 6(3.2) 23(12.4) 38(20.5) 56(30.3) 62(33.5)

谈话内容含理想与发
展

是 162(71.4) 2(1.2) 11(6.8) 23(14.2) 50(30.9) 76(46.9)
36.947 <0.001

否 65(28.6) 5(7.7) 13(20.0) 21(32.3) 18(27.7) 8(12.3)

对培养联系人的了解
了解 136(59.9) 6(4.4) 12(8.8) 32(23.5) 42(30.9) 44(32.4)

8.012 0.091
不了解 91(40.1) 1(1.1) 12(13.2) 12(13.2) 26(28.6) 40(44.0)

培养联系人对自己的
影响

对我有帮助 204(89.9) 7(3.4) 19(9.3) 37(18.1) 61(29.9) 80(39.2)
8.083 0.089

没什么帮助 23(10.1) 0(0.0) 5(21.7) 7(30.4) 7(30.4) 4(17.4)

表 1不同类别的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机制总体满意度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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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机制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类别 选项
偏回归
系数
(β)

标准
误

(SE)

统计
量 (W)

显著性
(P 值 ) OR(95%CI)

与培养
联系人
日常是
否在同
一校区

否 -1.785 0.307 33.775 <0.001 0.153
（0.091~0.306）

是 - - - - -
谈话内
容含学
业情况

否 -1.048 0.348 9.078 0.003 0.351
（0177~0.694）

是 - - - - -
谈话内
容含生
活情况

否 -1.170 0.332 12.402 <0.001 0.310
（0.161~0.595）

是 - - - - -
谈话内
容含理
想与发
展

否 -0.677 0.311 4.742 0.029 0.508
（0.276~0.934）

是 - - - - -

备注：各类别的哑变量均以选项“是”为参考对象

三、对于问卷结果的讨论

（一）跨校区培养呈现出多样的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联系机制

北京大学医学预科生入学第一年在燕园校区学

习生活，其学籍所在院系坐落在医学部校区，院系

党委对医学预科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属跨校区培养。

为了尽量减少日常跨校区教育培养带来的不便，基

础医学院党委为临床专业及口腔专业的医学预科新

生入党积极分子选派燕园校区的医预辅导员作为本

班级学生的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其余院系和专

业则选派医学部校区的教师或学生党员作为医学预

科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

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联系机制是院系党委为每

位入党积极分子指定的培养联系人通过采取不同的

联系方式、联络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谈话或教育，

达到一定的联系效果，所采取的工作方法及形成的培

养联系规律。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医学预科新生中的

入党积极分子采取了多样的培养联系机制，这与学生

在跨校区培养的现状以及院系党委选派的不同身份

培养联系人有关。本研究发现，学生对培养联系人与

其联系、实施教育的方式和过程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说明多样的培养联系机制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相应的

问题和冲突点。调查结果中仍有 40.1%(91/227) 的学

生表示对培养联系人不了解，10.1%(23/227) 的学生

认为培养联系人对自己帮助不大，反映出学生与培养

联系人日常不熟悉，缺乏有效的接触和沟通，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的满意程度和入党积极分子

教育培养的效果。因此，选择并实施适宜的入党积

极分子培养联系机制，在培养联系人和积极分子之

间建立主体间性的协调统一，有助于将教育培养内

容转化为行为现实，促进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满意

度的提升。

（二）培养联系人与学生日常同校区是对入党积

极分子有效培养的基础

调查结果显示，与培养联系人日常在同一校区

的入党积极分子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满意度更高。如

果入党积极分子与对应的培养联系人不在同一个校

区，则会影响培养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联系的频

率和约谈教育的方式，导致谈话频率降低或选择线

上谈话。现实情况下，只有培养联系人身份是医学

预科辅导员，才能与医学预科新生入党积极分子在

同一校区。学生对自己的辅导员相比于另一校区的

专业班主任或师哥师姐等，更为熟悉和了解，辅导

员也会将对积极分子的谈话和引导贯穿日常对学生

进行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在同一校区的医预辅导员

与入党积极分子联系和接触更便捷，专门面谈与交

流机会更多，通过有效的沟通，入党积极分子得以

充分表达自己的入党动机、思想和实践状况、问题

和困惑，进而有利于辅导员将这些关键的语言信息

落实并结合日常班级建设和管理工作对入党积极分

子作出进一步考察以及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医学

预科入党积极分子和辅导员能够建立更牢靠的信任

关系，学生自然对在同一校区所实施的培养联系过

程呈现更高的满意度。因此，院系党委选派与入党

积极分子能经常同在一个校区的培养联系人，或为

跨校区培养的学生在不同场域建立双培养联系人制

度，形成协同性更强的培养联系机制，有助于培养

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之间的沟通交流，并将交流

结果建立到实际的情境关联中去解决，促进交往合

理性，提升学生对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机制的满

意程度。

（三）从学生实际需要角度教育引导是对入党积

极分子有效培养的手段

调查结果显示，培养联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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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内容包含学业情况、生活情况以及理想和发展

内容时，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总体满意度更高。

新生阶段是大学生开展独立生活的起点，也是其适

应大学学习生活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对学生未来

的成长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是学生的第

一要务，是激励大学新生持续正向发展的动力，面

对大学和中学教育教学方式的不同，新生更容易出

现对大学学业不适应的问题 [6]。同时，离开父母的

呵护，来到了新的环境，对于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

学生是严峻的挑战。另外，新生阶段学生的专业思

想、理想与发展状况更趋于迷茫和不稳定 [7]，也给

基层党组织对大学新生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帮扶

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党的教育应与日常对大学生

的培养教育相辅相成，结合学生实际需要进行的培

养教育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启发学生在学习中强自

信，在实践中长才干，在劳动中受教育，在不断发

展中树理想。入党积极分子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综合

素质水平，逐步加深对党的认识和感情。培养联系

人通过谈话等方式进行教育引导，了解入党积极分

子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

传授知识和经验，做好培养教育工作，帮助其端正

入党动机的同时，也促进其全面发展 [8]。因此，基

于学生实际生活世界的教育与引导内容，让培养联

系人与入党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机制更明确且富有

意义，促进双方的信任和感情，可以提升思想教育

的有效性和学生对培养联系机制的满意程度。

综上所述，不同院系的党委对北京大学医学预

科生所实施的培养联系机制各不相同，针对跨校区

培养的学生，选择在同一校区的培养联系人或在不

同场域建立双培养联系人制度，同时将对新生入党

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理

想与发展状况结合，可达到更满意的培养联系效果，

这提示不同的基层党组织实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机

制时，需要针对培养联系人的日常工作场域、培养

谈话内容做适当调整，以进一步提高新生入党积极

分子的满意程度和教育成效。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性：①样本量较小，只局限于 2021 级医学预科生

中的入党积极分子；②问卷调查的设计中缺少对培

养联系教育效果的客观分析指标；③除目前已调查

的各变量外，仍可能存在其他维度的变量影响，尤

其是培养联系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教育培养的投入

情况等，今后应收集对更多的变量的测量以控制混

杂。以上问题有待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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