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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

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 因此,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在世界上的

核心竞争力,近些年,党中央作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以期打造具

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可见,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更应将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一流大学

的重要标志,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不懈努力。 面临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内涵、新要求,加之部

分大学生价值观扭曲、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高校不良风气滋生、社会非主流声音宣扬、媒体“碎片化”
负面舆论营销诱导等各种新挑战,高等学校尤其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应紧紧把握“四新”,剖析时

势,探究如何更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效能,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作

为判断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重要参考手段,可见其对于新时代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价值。 由此,笔者围绕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教育主体、教育

客体、教育载体以及教育环境五个维度阐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探讨以思想政治工作内

容、对象、方式方法以及评价主体四个层面为思路构建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体系,为后期科学有效地

评价高校思政工作效能,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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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

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

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我国历来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根据《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报告》显示,目前中国

本科教育“体量”达到世界第一,质量亦稳步提升[1] 。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
 

005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
 

740 所,本科院校成为高校增长最重要的生力军[2] 。 据统计,我国

2020 届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突破 874 万,较 2019 年增加 40 万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

教育大国[3] ,但还不是教育强国。 在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 12
所高校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 名,其中大陆高校仅 7 所,对比美国 27 所高校、英国 16 所高校的强

势地位,我国高校整体质量尚有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离实现“教育强国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为了实现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战略性目标,国务院于 2015 年提出了《统筹推进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应运而生,即“到本世纪中叶,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4] 。 此后,党中央相继推出

了一系列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决策。 2021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

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提到,“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

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 2022 年 1 月 26 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指出,建设高校和建设学科要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推进“双一流”高质量建设,对标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

流行列以及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更加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

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在关键核心领域加快培养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力求在解决中国问题、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新模式[6] 。 可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与此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占据着学校各项工作生命线的位置,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已成高校“双一流”建设的

重中之重。 事实上,判断“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是否具有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效能和

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 因此,作为代表高等教育体系水平与质量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更

应以身作则,发挥“领头羊”作用,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围绕“高

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以及“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

题,适时把握新形势、新内涵、新要求,高质量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科、教学、科研的关系,贯彻

落实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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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022 年 2 月 14 日,教育

部重磅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名单。 根据首轮“双一流”建设监测数据和成效评价,三部委依据党

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按照“总体稳定,优化调整”的原则,以需求为

导向、以学科为基础、以比选为手段,确定了新一轮建设高校及学科范围。 同时,为增强建设动力,
完善约束机制,对首轮建设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相比同类学科在整体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能

力和成长提升程度方面相对偏后的部分学科给予警示,相关学科应加强整改,2023 年接受再评价,
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7] 。 可见,新一轮建设紧紧围绕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深化科教融合,提升国际合作交流

水平,优化管理评价机制和完善稳定支持机制为重点,时刻以高校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为指引,服
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而教育的首要工作也是培养

什么样的人,因此,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形势,心怀“国之大者”,培养学生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让学生成为“又红又专”、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并践行“四个服务”的社会主义事

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可以认为,我国“教育强国”梦想的实现,需要一支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

大学群体作为支撑,而只有具备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效能水平和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才

能称之为一流的大学。 由此演绎出的问题是,判断高校具备一流思想政治工作效能水平的标准是

什么? 思政工作的效能水平何以评价? 思考与研究这一问题正是笔者及其学界朋友的共同学术

期待。

二、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及其学术进展

(一)效能评价及思政工作效能评价内涵解析

其一,何为效能。 学术界对效能的定义不尽相同。 《现代汉语词典》将其定义为事物所蕴藏的

有利的作用或者事物所具有的影响力[8] 。 有学者认为,效能指为达到系统目标的程度,或系统期望

达到一组具体任务要求的程度,主要指办事的效率和工作能力,是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所显示的

能力和所获得的管理效率、效果、效益的综合反映[9] 。 效果是在给定的条件下由其动因或其他原因

或多因子叠加等行为对特定事物,所产生的系统性或单一性结果;效率是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等条件

下最有效地使用资源以满足设定的愿望和需要的评价方式;效益则表现为效果与利益。 实际上,效
能、效率、效果、效益是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效能以效率为基础;效益以效果为基础。 效能

高并不一定表示效率高,效果好并不一定表示效益好。 可见,效率、效果、效益之间既是传导关系,
又是递进关系,一般情况下是正相关,但不一定是正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述的效能限定在教育领域,因此,可将效能看成是教育过程中投入有限

的资源后产生最大化的教育效益[10] 。 由此,效能评价特指教育领域内学校对学生实施意识形态影

响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影响力效能评价。
其二,思想政治工作效能如何评价。 思想政治工作效能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行为目的和手

段方面的正确性与效果方面的有利性。 从静态看,思想政治工作效能主要表现为工作成效,即工作

上有能力取得成功,相关思想政治工作功能都能得到应有发挥;从动态看,思想政治工作效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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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工作效率,特别是信息时代具有精确、实时、快捷、高效的时代特征;从功能看,思想政治工作

效能主要表现为凝心聚力铸魂,传递正能量[11] 。
在此背景下,笔者将思想政治工作效能定义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为实现思想政治工作

的最终目标,在一定时间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后,所显示出来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能力和所取得的

工作成效,该工作成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广泛地存在于思想政治工作之中,是对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工作效果进

行的价值判断[12] 。 它反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从而对思想政治工作是否满足人和社会

发展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做出判断和评估的活动。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

的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便是判断和检验高校是否将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

未来方向紧密联系,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培养出一批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能为人民服

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研究进展

从文献分析结果看,目前学术界对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对学校效

能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一是关于学校效能概念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学校效能”的界定

大多从学校的实际活动出发,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性。 比如,有学者认为,应从学生成绩、学校发展、
学校质量和效率、学校氛围、社会和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等方面阐述“学校效能” [13] ;也有学者认

为,“有效学校”是指学生所取得的进步比学生从其自身已有特性出发所期望的进步更大[14] 。 国内

学者大多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学校效能”,尤以孙绵涛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学校效能指

的整合现有的各种资源,使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从而符合形势发展的各种需要,以达到实现一定教

育目标的目的[15] 。 二是关于学校效能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学校效能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从校内因

素和校外因素层面思考。 国内学者大多从学校自身出发分析影响效能的主要因素[16] 。 国外学者对

于学校效能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查普曼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学校效能质量

取决于学校内部的影响;二是英国学者莫蒂默的经典研究,认为高效能一般表现为明确的管理制

度、教师默契配合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和积极进取的意识、良好的交流和沟通等[17] 。 三是关于学

校效能测量与评价的研究。 作为学校效能运用于实践的重要一环,学校效能的测量与评价对于推

进学校工作十分重要。 学者们试图运用多种专业模型和测量工具研究学校效能,区分学校效能具

体影响程度。 国内有学者认为,学校效能评价必须坚持两个理念,即增值理念和“净影响”理念[18] ;
国外学者谢伦斯则认为,效能测量就是实现最终目的[19] 。 四是关于学校效能提升策略的研究。 国

内学者偏向从内外两方面提升学校效能,如从树立效能观、优化组织结构、重塑学校文化、加强师资

建设、发挥领导作用、注重与外部的沟通交流等方面提升学校效能[20] ;国外学者则主张主要从内部

因素来提升学校效能。

三、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诉求

思想政治工作评价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不可

少的环节和保障。 2021 年 3 月,全国两会授权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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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发展素质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爱国情怀、创新精神和

健康人格培养[21] 。 作为代表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标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应准确把握新时代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新形势新要求,守正创新,建设一流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为何

评”“谁来评”“评什么”和“怎么评”等问题,为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与反馈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从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22] 。

明确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实质上是为了弄清楚思想政治工作“为何评”的问题。 只

有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才能有的放矢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发动机” “减振器”作

用,并对思想政治工作效能的发挥进行客观评价,这反过来也为培养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人才提

供了有效的指导。 因此,本文着重从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以及教育主体层面、教
育客体层面、教育载体层面及教育环境层面展开,深入剖析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

(一)从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把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抓住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

节,一是把好大学生思想的“总开关”,树立正确的“三观”;二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紧贴

学生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强化问题意识,务求实效,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日常教学工作“两张

皮”问题。 对这些规律和规范的把握,客观上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工作实践中为实现培养能担

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青年大学生,主动掌握思想政治工作过程特点,自觉运用其规律,科学地组织和

优化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以达到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的目的,客观上保证了思想政治工作

的实践效果,而对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便是为了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育人效果的落实和发挥,可见

这一实践效果反过来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加深了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
(二)从教育主体层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意义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标准和严要求,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要

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主体素质,以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前高校教师队伍中的师德师风建设存在一定问题,学术不端、治学不严等问题频发,教师重科研、
轻教书育人现象突出,这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育人先育己,育才先育德。 作

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

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评价

不仅有助于了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当前的思想动态,判断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是否落到实处,而且也

侧面反映了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的劳动效果,显示出其能力与水平,这为强化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素

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如何打造一支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为培

养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学校发展的青年一代奠定了师资基础。
(三)从教育客体层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而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滋养,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必然要满

足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满足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2019 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3] 。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思想交流交融

交锋,加之互联网+的迅速影响,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导致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虚
无主义、激进主义盛行,甚至鼓吹读书无用论,“佛系”心态、“躺平”思想占据一定市场,这无疑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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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因此,作为代表中国教育质量最高水平的一流大学,除了要求

所培养人才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全面发展的素质,有国际视野和创造能力等一流的专业

素养外,更应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 而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在

引导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它一方面能帮助大学生在信息爆炸的多

元价值和多种思潮激荡并存的时代中,找准正确的成长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能指引大学生正视个

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将自身的需求置身于服务社会发展中,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区,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可见,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评价必然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与任务的价值导向,这对于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

意义。
(四)从教育载体层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意义

载体是联系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和客体的纽带与桥梁,具有承载和传递功能。 没有载体,思想政

治工作的过程就不能成为现实的实践过程[24] 。 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载体是日常思

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而科学有效的效能评价体系能直接推动和帮助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和发展,从而使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

性。 具体而言,一是效能评价体系的及时反馈有助于敏感地洞悉当前高校师生的思想动态,检视师

生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并改进、肃清不良风气;二是效能评价体系反映的问题及其

解决有助于凝聚队伍合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管理水平,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三是效能评价体

系有助于帮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守正创新。 “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的重要基础

便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 [22] 。 作为航标和指挥棒的效能评价,其最重

要的价值便是提供评价标准,指引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创新方向,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实现内涵式发展[25] 。
(五)从教育环境层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的价值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并形成互动[26] 。 积极正面的互动环境有助于思想

政治工作全面开展,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视野,深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最终加快思想

政治工作的学科建设,而负面的环境则阻碍思想政治工作全面开展。 尤其是面临当今开放的世界,
加之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下,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都

在发生着极大变化,这也从客观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处于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如
何甄别不良的环境,营造良好的高校育人氛围,培养出优良校风和学风,使之成为助推一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发展的臂力,并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清气正成为重点研究的问题,而
思想政治工作评价体系作为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体系构建与设想

为提高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最终目的,本文主要从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思想政治工作

方式方法和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四个层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后期构建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工作效能

评价体系提供一些思路和原则,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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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研究路径图

(一)工作内容选择:基于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正确选择思政工作的内容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要求思政工作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做好

三个把关:一是把好青年大学生思想的“总开关”。 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二是把

好青年大学生观念上的“问题关”。 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紧贴学生思想,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把好青年大学生教育的“实效关”。 强化问题意识,务求实效,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日常教学工

作“两张皮”的问题。 因此,围绕思想政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内容可

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分析。
1. 高校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

新时代办好中国特色的一流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高校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可见,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便是思想政治教育。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党史国史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及中国梦的教育。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评价应紧紧围绕是否

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培养目标,对理想信念教育、党史国史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

及中国梦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效果评价,从学生的思想源头上固本培元。
(1)理想信念教育。 受社会各种不良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逐渐世俗化和功利化。 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

等,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27] 。 作为未来建设祖国的生力军,新时代青年面对着深刻变

化的社会、丰富多样的生活、形形色色的思潮,更需要在理想信念上进行有力引导。 “心有所信,方
能行远。 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十分紧要,不仅要树立,而且要在心中扎根,一辈子

都能坚持为之奋斗”。 广大青年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

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28] 。 因此,高校必须把握现

代青年大学生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相应的理想信念教育。
(2)党史国史教育。 当代大学生对我国党史国史知识的缺乏,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对中国国

情的模糊认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铭记历史,了解

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汲取我们党和国

家的历史经验,这不仅对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中国国情,正确认识党情和国情十分重要,也能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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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深入学习党史中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积极健康向上,但也不

乏青年大学生个体中存在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边缘化价值倾向。 只有大力提倡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凝聚大学生的共同价值追求,才能真正在大学生中形成巨大的价值共识和思想

共鸣,才能保证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
(4)中国梦教育。 当代大学生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吃苦怕累、拈轻怕重现象。 国内某知名调查公

司开展的“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就业期望值较高,就业选择倾向于高

薪、稳定、好的福利待遇,地区选择上多倾向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可见,物质条件越来越好

的部分大学生缺乏奉献国家的意识,更多集中在个人实现上。 所以,高校应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的

教育,引导学生正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将中国的复兴梦和个人的梦想相结合,将自身需求置

身于服务社会发展中,响应国家号召,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高校组织结构层面的内容

作为坚持党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应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以建设基层党组织为抓手,以十大

育人工程为重点,培育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促
进高校的和谐稳定,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使高校发展做到治理有方、管理到位、风
清气正。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基层党建工作上,坚持学校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高校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同时

加强师生队伍党员工作的教育管理,使每个师生党员都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29] ;另一

方面坚持以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科研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实践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文化育人质

量提升体系、网络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心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管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服务育人质

量提升体系、资助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组织育人质量提升体系等十大育人体系为重点开展高校管

理、教学和服务工作。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评价应以此为标准,评判高校在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十大育人工程建设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师生队伍建设层面的内容

一方面,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主体,当前高校教师队伍一定程度上存在学术、德行和

人品不端等师德师风问题,以及重科研、轻教学等问题突显;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

教育对象,由于受到世界多元文化和网络不良思潮的影响,其思想不同程度受到拜金主义、崇洋媚

外、“丧文化”“毒鸡汤”文化的腐蚀。 因此,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时,师者应先提升自身教育素

质,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

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

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此外,要贴近当下学生的实际思想,破除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

工作“两张皮”的问题,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科教学中,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的信心,加强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长学生的知识见识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可见,思想政治工

作的效能评价应以师生队伍为重点,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践行效果进行评价。
(二)工作对象选择:基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本质性,高度重视思政对象的接受性以及日常表

现的变化性

不同素质的思政对象,对思政教育的接受性和容纳度不完全相同。 素质高的思政对象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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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思政教育的接受度和容纳度就高,同理,素质低的思政对象也不见得对思政的接受性和认可度就

低,这其中并未形成线性关系,更多取决于思政对象本身固有的价值取向以及其本身的先进性。 因

此,在开展和评价思想政治工作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政工作的效果,务必考虑这一特性,紧贴学生

个体实际,从以下两个方面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行为。 一方面基于思政对象的接受度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 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造成了学生不同的个性,那么

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除了共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外,必须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因人而异制定不同

的思想政治个性培养计划,如对高接受度的学生鼓励入团入党,发挥朋辈榜样的力量。 对低接受度

的学生开展红色电影观看,革命基地实地走访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基于思政对象的日

常表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青年大学生的“三观”尚在“拔节孕穗”期,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但一旦

形成固化思维便难以改变。 因此,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应高度重视思政对象的日常表现,对其行

为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突出类型行为的学生开展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 如对有违法违纪行为的青

年大学生重点进行法治教育、对沉迷恋爱的学生进行正确的恋爱观教育、对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对有作弊行为的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等。
总而言之,基于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思政工作应立足于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

路径,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在关心人、帮
助人中教育人、引导人[30] ,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能堪当民族复兴使命的人才。
(三)方式方法选择:基于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变化性,切实关注教育传播的情感性与时代性

具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在引导和培育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发挥

主导作用。 而思政工作者与思政对象的情感交互性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思政对象会基于个人喜

好,选择是否接受你的思想,如认可你便悦纳你的思想,讨厌你便否定你所有的思想,这极大影响了

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 此外,班级的集体性、整体性等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说服

力,进而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可见,开展和评价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时,需要注意培养和思政

对象的情感联系,同时不能单一从某方面判断思政工作的效果,需要综合研判。
基于以上特性,为使思想政治工作育人效果落到实处,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必然要考

虑根据不同的思政对象的喜好程度以及当下时代的发展,采取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一方面,
抓住课堂教学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的授课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机遇,要求将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媒体技术的紧密发展。 因

此,高校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应丰富和创新教学方式,采取慕课、钉钉、QQ、微信等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调研了解学生的喜好,增强自身人格魅力,以
学生喜欢的方式授课,真正做到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另一方面,不断加强日常思想政治工

作的教育。 凝聚志同道合的学生群体建立社团,有效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契机开展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如“三下乡”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红五月”系列

活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 “戏曲进校园”等文化建设活动。 通过不断丰

富和创新形式,使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实现良好育人效果。
(四)多元主体选择:基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性特征,必须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而人又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新时代思想

431



李为,等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研究

政治教育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必然也具有强烈的社会特征[31] 。 这一典型特征要求在进行思想

政治工作效能评价时,必须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一是教师层面。 教师是思政工作开展的承担

者与实施者,即教育者,同时也是思政工作的学习主体和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主体,主导并制约思

政工作效能评价的进行;二是学生层面,即受教育者,学生是思政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既是思政工作

的学习主体,又是思政工作的评价主体,在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评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思政工作开

展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最能检验思政工作是否真

正有效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便是受教育者自身;三是从管理主体层面,指思政工作的决策和主管部

门的有关领导、各级单位的党政工团的有关人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和理

论工作者,以及专业化、专门化的评估人员。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而论,本文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及其教育评价学视角,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

下高校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意义重塑和体系构建进行了思考。 研究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需要从思政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载体以及教育环境五个维

度,认识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重要价值,并从思政工作的内容、思政工作的对象、思政工作的方式方

法和评价的主体四个层面深入了解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主要内容及其体系架构,为未来构建科学

合理的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体系提供研究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及其结论尚处于探索思考阶段,必然存在许多不足。 由于总体偏理论

研究,对思政工作效能评价的量化实践性研究薄弱,对“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体系”的思考尚不完善,
实践中仍然需要对众多内容进行深化研究,诸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评价探索、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评

价探索、基于质化评价的评价探索等可能是未来的重要学术方向。 可以认为,未来思政工作效能评

价应创新方式方法,运用大数据、新媒体等新时代的技术手段,采用多种专业模型和测量工具等实

践性方法,科学合理地构建完整的思政工作效能评价体系,以期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背景下

一流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效果,进而实现培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才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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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level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oups
 

determin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and
 

enhance
 

China s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a
 

series
 

of
 

strategic
 

decision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ord - 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 - class
 

disciplines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lifeline
 

of
 

all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related
 

to
 

the
 

two
 

fundamental
 

issues
 

of
 

who 
 

how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and
 

what
 

kind
 

of
 

university
 

to
 

run
 

and
 

how
 

to
 

run
 

a
 

good
 

university .
 

It
 

can
 

be
 

seen
 

tha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
 

for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regard
 

first-cla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 s
 

education
 

polic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running
 

schools 
 

integrate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cultivate
 

qualified
 

socialist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with
 

all - 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alize
 

th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new
 

connot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variou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stortion
 

of
 

students
 

values 
 

the
 

uneven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breeding
 

of
 

unhealthy
 

tendenc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romotion
 

of
 

non-mainstream
 

voices
 

in
 

society 
 

the
 

 fragmented 
 

negative
 

public
 

opinion
 

marketing
 

guidance
 

of
 

the
 

med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four
 

innovations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lore
 

how
 

to
 

give
 

more
 

effective
 

play
 

to
 

the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cultivat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ho
 

are
 

worthy
 

of
 

the
 

importan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cla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erefore 
 

the
 

autho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five
 

dimensions
 

of
 

the
 

regular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tself 
 

educational
 

subject 
 

educational
 

object 
 

educational
 

carrier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four
 

leve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tent 
 

objec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ubject.
 

It
 

lay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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