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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入党动机是衡量一名大学生能否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作为百色革命老区

的高校大学生，入党动机是否端正尤为重要。文章以右江民族医学院为例，调查分析革命老区

高校学生的入党动机，并针对调查数据结合红色资源，立足学生发展，深入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格局，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端正学生的入党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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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大学生是接受先进教育、学习最新知识的时代新人，

是未来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党的伟大事业的

接班人，因而他们的入党动机端正与否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

否能永葆先进和活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未来。作为革命老区的高校，

作为新时代中坚力量中佼佼者的医学生，我们更应该重视大

学生入党的动机。因此，对大学生入党动机进行合理调查，

有效把握大学生入党的内在原因，并针对调查数据结合革命

老区的红色资源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势在必

行。

一、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次调查对象为右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向全校学生随机

发放 800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问卷 718份。其中男生 207

人，女生 511人；大一 430人，大二 129人，大三 128人，

大四 28人，大五 1 人，研究生 2 人；中共党员（预备）65

人，入党积极分子 198人，共青团员 281人，其他（群众）

174人。详见表 1。

表 1 调查的一般情况（n=718）

变量 频数（n）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430 59.89
大二 129 17.97
大三 128 17.83
大四 28 3.9
大五 1 0.14
研究生 2 0.28

性别
男 207 28.83
女 511 71.17

政治

面貌

其他（群众） 174 24.23
共青团员 281 39.14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5

入党积极分子 198 27.58
中共党员（预备） 65 9.05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的入党态度

由表 2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 718人中，79.94%的学生

对于入党持积极态度，17.41%的学生不明确，2.65%的学生

没有入党的想法。入党意愿方面，73.82%的学生已经或准备

递交入党申请书，22.7%的学生暂时没有入党的愿望，3.48%

的学生没有入党的打算。对于暂时不想入党的原因，结果显

示，“对党的认识不全面，不太了解”、“入党程序复杂、

所需经历较多”及“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党员”三者

受选择的比例较高，均达到了 45%以上。由此可见，学生对

党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入党程序的复杂也让其产生畏难情

绪，且自信心不足。归根结底，学生对于入党没有树立一个

正确积极的认识，心中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不够深刻，从而

未能形成一个长效的内在驱动力。

表 2 大学生入党态度及意愿情况（n=718）

变量 频数（n） 百分比（%）

入党态度

积极 574 79.94

无所谓 44 6.13

不知道 81 11.28

没有入党的想法 19 2.65

入党意愿

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 413 57.52

准备递交入党申请书 117 16.3

暂时没有入党的愿望 163 22.7

根本不打算入党 25 3.48

不想入党的

原因

入党没用 35 4.87

对党的认识不全面 351 48.89

入党程序复杂 349 48.61

自己没有成为党员的能力 328 45.68

其他原因 223 31.06

（二）学生的入党动机

由图 1可知，学生的入党动机可分为四种类型。即理想

信念型、自我实现型、利益驱动型和随波逐流型。

图 1.回收有效问卷中“您认为大学生入党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回答的具体数据

1.理想信念型。88.3%的学生认为入党是一种荣耀，是一

种政治信仰，有共产主义信念。此类学生的入党动机是纯洁

的，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他们愿意为人民服务，能够把共

产主义当做信仰，势必会努力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

早日入党。如此看来，学生的入党觉悟性较高。

2.自我实现型。84.96%的学生选择了“从自身条件出发，

严格要求自己，勇于挑战，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该类学生

自我意识较强，一般有较明确的人生目标与追求，且大多数

担任班级或社团干部，工作与学习能力较为突出。

3.利益驱动型。43.87%的学生注重考虑现实利益，以利

于工作和升迁作为目的。此类学生对于入党动机缺乏正确的

认识，功利性过强，没有正确的入党初心，未来在诱惑面前

恐难抵挡。

4、随波逐流型。调查结果中，“长辈的期望和要求”

有 33.01%的学生选择，“从众心理，看到周围大多数同学都

提出了申请，自己不申请显得落伍”有 21.03%的学生选择。

这两个选项均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想法。此类学生对党

缺乏深层次的理解，被动的入党动机容易让学生在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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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退缩，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很难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三）学生的入党学习方面

本次调研结果中，97.35%的学生接受过入党前教育，且

入党前教育的来源“观看中国共产党纪录片”居第一，其次

为“上党课”，再次为“阅读党报党刊，浏览党建网页”，

最后为“党日活动”。而学生希望开展的入党前教育的形式

中，“外出参观”居第一，“开展与党有关的文体活动”居

第二，“开设党课”居第三，“与党员座谈”居第四。由此

可见，到户外做些参观学习及文体活动等活泼轻快的活动形

式更能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且调查发现，对于学生的思想

观念影响主要来自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该途径占比

81.89%。可见，充分利用媒体做好入党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途径，但有效的网络学习还需增加些趣味性，以免落入形式

主义的泥潭。其他影响途径还有家庭成员、教师、学校氛围、

社会风气等方面，占比均在 70%以上。

（四）百色红色文化对学生入党的影响

本次调研结果中，15.88%的学生对百色的历史非常了解，

81.48%的学生对百色的历史了解一些，2.65%的学生对百色

的历史完全不了解。百色作为一个红色革命地区，有较多的

红色打卡地点，调研结果显示，59.33%的学生对百色的红色

打卡地点去过几次，25.77%的学生去过一次，14.90%的学生

没有去过。可见，大部分学生对于百色的红色文化了解甚少。

而对于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对学生入党是否有影响的

数据显示，49.58%的学生表示很有影响，44.43%的学生表示

有一些影响，如此看来，充分利用百色的红色文化对学生进

行正确的思想引导非常可行。

三、依托百色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端正学生入党

动机的对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为代

表的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色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

七军，创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百折

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百色起义精神。

在新时代，百色起义精神依然是革命老区群众摆脱贫困、建

设美好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百色市作

为百色起义的发生地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腹地，有着储

量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结合百色的红色资源，做好学生的

入党前教育，深入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格局，进

行正确的思想引导，端正学生的入党动机。

（一）依托百色市红色资源，创新学习形式，加强入党

前教育力度，实现全员育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1]。目前的党支部组织活

动相对单调，比如党课、座谈会等学习方式对于独立自主意

识较强的“00后”大学生来说有些枯燥乏味，没有吸引力，

党的理论知识未能有效入脑入心。百色作为革命老区，拥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结合这些资源，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

进百色”，真正了解百色起义精神的内涵，深刻感受百色起

义精神的震撼，让学生主动走向文化比“填鸭式”灌输更有

效果。比如让同学们收集百色起义中共产党人的感人故事，

在班级中诵读或演讲等方式，让大家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感

受英雄的远大理想与坚定信念，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又比

如在学校打造百色起义文化长廊，以比赛或项目申报等形式

让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学习红色文化的同时还可锻炼自己的

组织管理等能力。再比如举行百色红色歌谣传唱大会，通过

活泼轻松的氛围，更能让这红色文化入脑入心。甚至可以组

织学生到田东县思林镇真良村，重走“运枪小道”、参观右

江赤卫军兵工厂旧址、邓小平在田东县真良旧居、龙篓堡战

斗工事旧址等，体验百色起义期间红军战士艰苦的革命生活。

（二）依托百色市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阵地，实现

全过程育人

作为百色起义的历史见证，百色市丰富的红色资源向世

人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诠释着中国共

产党人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精神境

界。为此，我们可以收集、深挖百色起义有关的信息资源及

榜样精神等素材，在校园内以“追忆历史革命，传承红色精

神”为主题，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等方式打造红色文化

阵地，形成校园红色文化角，用这红色力量时刻提醒右医学

子铭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畏艰险，前赴后继

的伟大革命精神，真正让这精神浸润入心，激发学生爱国爱

校的热情和求真求美的创造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让学生从心底生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

时更加坚定医学生性命相托、治病救人的崇高理想，实现红

色文化全过程育人。

（三）依托百色市红色资源，搭建线上线下教育双平台，

实现全方位育人

本次调研结果也显示了 80%以上的学生思想观念影响

主要来自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目前是个新媒体时代，

大学生更乐于从新媒体平台阅读各类讯息。新媒体有全方位

的数字化、有互动性、个性化等特点，其内容短小精炼、多

方式多手段的表达方式对学生来说具有超强的冲击力和震

撼力，是目前学生获取信息和交流思想的方式，成为学生党

员了解外界、传递讯息、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2-3]。基于此特

点，高校除了利用好线下宣传栏、党刊团刊、网刊等传统宣

传阵地之外，还可以建立线上宣传阵地，将百色的英雄故事

等红色文化采用微视频、微小说、微电影等活泼生动的形式，

实时、快捷、广泛地传递给学生。亦或打造学校官方媒体账

号，联合百色文旅等单位进行线上红色文化宣传，开展一些

线上小活动或小比赛，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吸引学生积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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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寓教于乐，让学生爱上红色文化的学习。当然，网

络是把“双刃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伤人”，不良

信息、错误信息和反动思潮在网络传播，让人眼花缭乱，难

以辨别，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党员来说变成一种伤害[4]。

所以，打造线上宣传阵地的同时要重视思想的正确引导，提

升学生是非分辨能力，充分保证线上阵地“好”的一面，挡

住“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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