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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8所“双一流”高校1856名研究生为调研对象,从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社会

行为和个体行为等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积

极向上,群体差异显著,呈现出整体与差异并存、内化与外化统一、坚守与屈从博弈、积极与消极交替的时代

特征。全面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应深化教育改革,提升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抓住关键少数,切实增强“导师思政”的整体效应;强化阵地建设,发挥党团组织育人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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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其提升到

新时代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高度进行战

略布局。近年出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等纲领性文件均对加强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了具体谋划部署。作为得到

大量教育资源支撑、聚集大批优质教师学者的“双一

流”高校,其在校研究生规模较大,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决策部署的先行

者,也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阵地。在这

样的背景下,“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到底如何、表现出怎样的差异特征、如何加以提升,
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提出以来,研究生

思想政治素质问题渐渐进入学者研究视域,现已形

成诸多成果。以研究方法为标准,可以将现有成果

划分为经验探讨类、实证调查类两大类。经验探讨

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陆庆壬分析了加强思想政

治素质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探索建立了思想政治

教育评估理论体系[1];张耀灿、邱伟光总结了思想政

治素质的构成要素[2];刘宏达提出了“双一流”建设

中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对策[3]。实证研

究类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沈壮海连续3年对全国

30余所高校3000余名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问

卷调查,对参与问卷的部分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情



况进行了对比分析[4-6];林洪冰在剖析海南省大学生

思想政治状况期间,一并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进

行摸底研究[7];蒋连霞等对广东省研究生思想政治

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8]。
这些研究成果为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推

动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效参考,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
偏向于理论思辨,突出方法论指导,操作层面关注相

对不够,当不同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时,就容

易在实践上出现“选择困境”。二是在实证研究中,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本科生,单独研究研究生思想

政治素质现状的成果较少。少有的研究成果中,或
研究时间较早,不能代表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素

质状况;或调研地区覆盖面较小、调研样本总量偏

少、不聚焦于“双一流”高校,使得研究结果不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
鉴于此,本研究以全国28所“双一流”高校

1856名研究生为调查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定性评价

法、定量评价法以及比较评价法,对新时代“双一流”
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及特征进行分析,为
提升“双一流”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水平、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问卷基础上[2,4-8],结合思政

教师、高校辅导员、在校或毕业研究生共179人意

见,通过对5所高校956名研究生进行预测试,并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见表1),最终形成

“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调查问卷”。该问卷

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政治面貌、专业方向、所读年级、家庭所在地、所
在高校等,共6个控制变量题项;第二部分为问卷主

体,共有20个题项,采用李克特量表衡量被调查者

对每个题项描述的同意程度,分别记1到5分。
表1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题项 载荷 一致性系数

因子1———法律素质

解释度12.304%

宪法和法律知识 0.769 0.655
权利意识 0.745 0.655
法纪观念 0.687 0.627
义务意识 0.588 0.596

因子2———政治素质

解释度10.968%

三观 0.778 0.698
理想信念 0.773 0.689
爱国主义 0.620 0.487
政治立场 0.499 0.483

因子3———道德素质

解释度10.584%

社会公德 0.769 0.677
传统美德 0.688 0.666
网络道德 0.634 0.609

因子4———个体行为

解释度9.633%

热爱体育 0.748 0.661
独立能力 0.688 0.600
消费行为 0.634 0.611

因子5———心理素质

解释度9.048%

心理健康 0.806 0.661
意志品质 0.781 0.673

自我情绪调节 0.644 0.520

因子6———社会行为

解释度8.729%

团队协作 0.733 0.620
参加公益活动 0.621 0.528

人际交往 0.537 0.547

  (二)研究对象选取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学术研究,本课题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对全国28所“双一流”高
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共得有效问

卷1856份(见表2)。
表2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调查对象样本分布

性别 政治面貌 专业①

男 女 中共党员 预备党员 共青团员 民主党派 自然群众 人文社科 自然科学 其他

数量(人) 844 1012 821 137 744 0 154 1136 686 34
占比 45.5% 54.5% 44.2% 7.4% 40.1% 0 8.3% 61.2% 37.0% 1.8%

就读年级 家庭所在地

硕一 硕二 硕三及以上 博一 博二 博三 博四及以上 城市 农村 不确定

数量(人) 391 464 251 140 341 78 191 1044 799 13
占比 21.1% 25.0% 13.5% 7.5% 18.4% 4.2% 10.3% 56.3% 43.0% 0.7%

三、结果分析

根据问卷情况,计算出“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

想政治素质六因素数值(见表3)。

表3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六因素整体情况

法律

素质

政治

素质

道德

素质

个体

行为

心理

素质

社会

行为

整体情况 3.590 4.165 3.818 3.432 3.299 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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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于六因素的纵向分析

为探讨六因素在不同群体之间的表现,降低定

量分析测评量与真实量的误差,逐一对各群体进行

差异性检验和比较分析(见表4)。
表4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六因素比较分析

法律素质 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 个体行为 心理素质 社会行为

男生得分 3.532 4.154 3.817 3.530 3.209 3.780
女生得分 3.637 4.174 3.819 3.351 3.374 3.793

男生vs女生 0.000*** 0.357 0.911 0.000*** 0.000*** 0.511
中共党员得分② 3.616 4.218 3.824 3.468 3.297 3.801
非中共党员得分 3.562 4.109 3.812 3.394 3.301 3.771
党员vs非党员 0.001** 0.000*** 0.593 0.001** 0.857 0.112
人文社科得分 3.612 4.172 3.839 3.439 3.265 3.788
自然科学得分 3.557 4.156 3.792 3.424 3.345 3.789
人文vs自然 0.001** 0.478 0.035* 0.530 0.001** 0.936

硕士研究生得分 3.561 4.168 3.752 3.383 3.345 3.791
博士研究生得分 3.631 4.160 3.916 3.506 3.232 3.780
硕士vs博士 0.000*** 0.720 0.001** 0.000*** 0.000*** 0.576
城市地区得分 3.593 4.146 3.836 3.445 3.263 3.789
农村地区得分 3.585 4.192 3.795 3.418 3.349 3.786
城市vs农村 0.595 0.033* 0.054 0.218 0.000*** 0.880

  1.“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法律素质现状分析

第一,法律素质在性别、政治面貌、专业方向、学
历层次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女性研究生法

律素质得分非常显著高于男性研究生(P<0.001),
中共党员研究生法律素质得分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

研究生(P<0.01),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法律素质

得分显著高于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生(P<0.01),博
士研究生法律素质得分非常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

(P<0.001)。第二,法律素质在家庭所在地方面未

表现出显著差异。

2.“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政治素质现状分析

第一,政治素质在政治面貌、家庭所在地方面表

现出显著差异。其中,中共党员研究生政治素质得

分非常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研究生(P<0.001),来
源于农村地区研究生政治素质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地

区研究生(P<0.05)。第二,政治素质在性别、专业

方向、学历层次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3.“双一流”高校研究生道德素质现状分析

第一,道德素质在专业方向、学历层次方面表现

出显著差异。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道德素质

得分显著高于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生(P<0.05),博
士研究生道德素质得分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P<
0.01)。第二,道德素质在性别、政治面貌、家庭所在

地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4.“双一流”高校研究生个体行为现状分析

第一,个体行为在性别、政治面貌、学历层次方

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男性研究生个体行为得

分非常显著高于女性研究生(P<0.001),中共党员

研究生个体行为得分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研究生

(P<0.01),博士研究生个体行为得分非常显著高

于硕士研究生(P<0.001)。第二,个体行为在专业

方向、家庭所在地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5.“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心理素质现状分析

第一,心理素质在性别、专业方向、学历层次、家
庭所在地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女性研究

生心理素质得分非常显著高于男性研究生(P<
0.001);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心理素质得分显著高

于自然科学研究生(P<0.01),硕士研究生心理素

质得分非常显著高于博士研究生(P<0.001),来源

于农村地区研究生心理素质得分非常显著高于城市

地区研究生(P<0.001)。第二,心理素质在政治面

貌方面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6.“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社会行为现状分析

社会行为在性别、政治面貌、专业方向、学历层

次、家庭所在地方面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二)基于控制变量的横向分析

经统计,“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在

性别、政治面貌、专业方向、学历层次、家庭所在地方

面的得分各不相同,表现出一定差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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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群体得分

  由图1可以看出,目前,在性别方面,女性研究

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得分高于男性研究生;在政治

面貌方面,中共党员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得分

高于非中共党员研究生;在专业方向方面,人文社科

专业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得分高于自然科学专

业研究生;在学历层次方面,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素

质整体得分高于硕士研究生;在家庭所在地方面,来
源于农村地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得分高于

城市地区研究生。
那么是否意味五个控制变量对“双一流”高校研

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产生决定性作用呢? 比如,女
性研究生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否一定比男性研究

生高? 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素质一定

比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生高? 为作进一步探究,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立如下回归模型,分析五个控

制变量对“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的

影响。
Y=β+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α6

x6+α7x7+α8x8+α9x9+α10x10+α11x11

  其中,Y 代表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整体情况,β
为常数,x1-x6 分别代表六因素中方差解释度最

高项宪法和法律知识、三观、社会公德、热爱体育、心
理健康、团队协作,x7代表性别,x8代表政治面貌,
x9 代表专业方向,x10 代表学历层次,x11 代表家庭

所在地,α1-α11 代表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
运用SPSS22.0对模型进行评估,排除对Y 影

响不大或显著性不明显的自变量,最终有8个自变

量纳入模型,具体如下。
Y=1.944+0.050x1+0.063x2+0.105x3+

0.067x4+0.046x5+0.105x6+0.038x8+0.026x10

通过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政治面貌、学历层次对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素质产生显著影

响,中共党员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显著高于非

中共党员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显

著高于硕士研究生;性别、专业方向、家庭所在地对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未产生显

著影响。
(三)“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特征

分析

1.整体与差异并存

根据统计可得,“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

素质所有因素得分均在3分以上,达标率为100%,
其中,4个因素得分超过了3.5分,政治素质得分更

是达到了4.165,并且有91.7%的研究生表示有坚

定的政治立场,89.7%的研究生表示“为自己是一个

中国人而感到骄傲”,80.8%的研究生表示已形成正

确的“三观”。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除社会行为外,
“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法律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

质、个体行为、心理素质在性别、政治面貌、专业方

向、学历层次、家庭所在地等属性上均表现出明显群

体性差异。为此,整体健康向上、具有较高的政治素

养和坚定的爱国情怀,但群体显著差异是新时代“双
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总体特征。
2.内化与外化统一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

道德素质与政治素质、法律素质、个体行为、社会行

为呈正相关关系;法律素质中的法纪观念与权利意

识、义务意识呈正相关关系。一名研究生的道德素

质水平越高,他的法律素质、个体行为、社会行为的

得分也就越高;法纪观念越强烈,其守法和维权思维

越突出。从调查情况来看,新时代“双一流”高校研

究生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社会公德、传统美德、网络

道德和较好的法纪观念,并已成为支配、控制其思

想、情感、行为的内在力量。在实践活动中,他们又

将已经内化了的道德准则、法纪观念外化为个人的

思想政治行为表现和行为习惯。这种内化与外化的

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

素质的一大特征,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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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作着力点。
3.坚守与屈从博弈

新时代“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的消费观呈现出一

种矛盾状态,即92.8%的研究生表示愿意践行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这主要因为,“双一流”
高校研究生长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和教

育,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蕴含的义利观的认同和坚守。
但也有42.2%的研究生表示在面对“在经济能力有

限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购买名牌产品”,折射出部

分研究生受于消费主义思潮,屈从于享乐主义,试图

以商品消费来获得认同、通过消费符号和标签来展

示自身价值。“双一流”高校研究生矛盾的消费理

念,实质是两种文化精神博弈的产物。面对错误价

值思潮带来的不良影响,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研究

生理性应对。
4.积极与消极交替

当问及与人交往有关话题时,92%的研究生表

示能够与人较好相处,72%的研究生表示热爱体育

活动。这充分反映了研究生普遍具有积极、乐观的

心态。但只有43.8%的研究生表示不会“时常有强

迫、焦虑、敌意、敏感、恐惧等症状”,29.2%的研究生

表示不能较好调节个人情绪。“双一流”高校研究生

受到科研、生活、就业等多方面压力,较容易出现情

绪及心理上的问题。从统计结果及回归分析情况来

看,研究生学历层次越高,心理健康情况越不乐观。
他们正处于心理素质健康发展、成长成熟成才的“拔
节孕穗期”,却呈现出积极与消极交替摇摆的心理特

征。因此,对“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四、提升对策

(一)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双一流”高校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9]。“双一流”高校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照搬本科生的教育方

法、教育内容,应牢固树立“以研究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结合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进一步深化教育改

革,着力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一要创新教育方法。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已表

现出群体性差异,传统的灌输和集体式教育已经满

足不了研究生差异化发展需求。要根据研究生差异

化特征,按照专业类别、知识结构、培养方式、所属年

级,向研究生分层分类提供多元开放的选修课内容,
增加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度和适应性。比

如,自然科学类专业研究生更易接受实验情景式教

学,可以面向其开设道德大讨论课堂,通过观看研讨

网络暴力视频集锦,提升网络道德修养。针对在职

博士研究生长期不在校的现状,可以定期开设网络

思政课,并要求其逐一发言。此外,要善于借力新兴

技术,主动适应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常

态,除了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还要善于运

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发挥大数据作用,深入

挖掘研究生日常网络数据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观和思

想状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引导。
二要拓展教育途径。在六因素中,政治素质、道

德素质对“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素质的

影响最为突出。这就有必要通过提升通识教育在研

究生教学内容的占比,强化这两类素质的教育培养。
比如,增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坛、讲座,鼓励不

同专业研究生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课题

研究,增设红色参观、文化之旅等实践课程,开设《论
语》《老子》《庄子》等儒家经典选修课程,以此引导研

究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正确对待

名与利、得与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
三要补齐教育短板。心理素质偏低、消极情绪

较突出是“双一流”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最大

短板,折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环节。一

方面,及时治标,疏导研究生心理障碍。大力借助中

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构建“学校—心理健康

咨询中心—院系—师生”四级心理预防干预网络,尤
其要充分发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职能作用,制定面

谈咨询、电话咨询与网络咨询相结合的心理咨询制

度,建立每学年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与每一名研究生

至少进行一次“面对面”“一对一”心理辅导机制,分
类做好跟踪疏导,有效解决研究生各类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重在治本,缓解研究生心理压力。总体来

讲,研究生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于学业和就业两个方

面,其中,博士研究生偏向于学业压力,硕士研究生

集中于就业压力。就博士研究生来讲,学校除需向

博士研究生提供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解决学业后

顾之忧外,还可适当调整降低毕业条件,但得从严要

求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广泛邀请学科前沿领域专

家、核心期刊资深编辑讲座,在全面提升博士研究生

学术能力过程中疏导其心理。就硕士研究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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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硕士一年级期间便可开设就业辅导课,帮助研究

生提前了解就业环境、形势和前景。在毕业季,提前

毕业答辩时间,准许不再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不

参与硕士生导师的课题任务。同时,建立就业咨询

服务平台,扩大实习岗位选择面,为硕士研究生择

业、就业提供合理建议,预留充足时间。
四要抓好教育评估。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已拉

开序幕,这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的有力契机。要统筹考虑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建立长短期效应相兼

的综合评估机制,探索试行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教

育培养全过程评价,不断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一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方案、教
材规范、教育管理、教师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在理念的先进性、设课的科学与规范性、课与课的

关联逻辑等进行客观性的即时评估,确保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规范操作、有序运转。另一方面,由
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思想

活动,在长期实践中才能体现和全面检验出来。这

就需要建立长效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合
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数据信息,分时段、分类别对

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现进行动态考量、抽样调查、综
合评估,以此全面查找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

环节。
(二)抓住关键少数,切实增强“导师思政”的整

体效应

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决定了导师在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当前

研究生表现出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征,以及暴露出的

问题,与导师育人职能的发挥密切相关。
一要压实育人责任。就导师而言,要筑牢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责任人”意识,树立“育人为

本、德育为先”理念,统筹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

提升和学术科研能力锤炼,纠正“唯学术论”“唯科研

论”的价值导向。要建立沟通交流机制,每周定期与

研究生谈心谈话,关心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主动

并有侧重的对其思想政治状况进行教育和引导。要

积极参与研究生入学教育、学术道德教育等活动,鼓
励支持研究生积极参加党团各类活动,全方位帮助

研究生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思想和行为举止。就高

校而言,建立完善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考核办

法,把导师育人职责落实情况纳入教学督导和导师

教学评估体系中,将监督考核结果作为导师职称评

定、职务晋升、绩效分配、评优评先和招生资源配置

的重要依据,对履职不力的导师进行约谈、限招、停
招直至取消导师资格。

二要提升育人能力。加快建立国家典型示范、
省级重点保障、培养单位全覆盖的三级培训体系,夯
实研究生导师教育培训基地建设。严格贯彻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

(2019—2023年)》精神,有计划、分批次安排研究生

导师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培训。建立导师与辅导

员之间、导师与导师之间沟通互动机制,通过共同探

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不
断丰富导师立德树人的经验和技巧。学习借鉴世界

高水平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建立第一导师、顾
问导师、生活导师为一体的跨学院导师团队[10],集
合多方育人优势和工作特长,实现“1+1>2”的协同

育人效果。
三要锤炼育人“德风”。师德师风建设是做好

“导师思政”的前提和保障。导师在长期教育工作中

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研究生导师指导

行为准则》,带头践行《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时常反省反思自己的言与行,注重从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吸

取养分,不断提升自身师德师风修养。要正确对待

师生关系,着重培养师生间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与互

利互惠的品质,切实保障研究生的选题协商权、科研

参与权、分流退出权、资助保障权、成果署名权等权

利[11],在严管与厚爱中实现对研究生的正面引领。
(三)强化阵地建设,发挥党、团组织育人的政治

优势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的政治面貌对其思

想政治素质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研究生中共

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对于提升研究生整体思想政治

素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党员质量。高校

应调整学生党员培育发展计划,增加研究生入党

名额。严把党员入口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

作为研究生入党的第一标准,本着宁缺毋滥的原

则,统筹考察政治表现、群众基础和专业成绩,严
防利己主义者和“唯成绩论”。要加强经常性教

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入开展全国高校

“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

兵”创建工作,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提升

党员研究生党性修养。开展党内组织生活时,可
以增设答题、演讲、分段朗读、研讨等生动性、趣味

性活动,调动大家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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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党的思想政策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发挥共青团阵地作用。共青团员研

究生占了研究生队伍的近一半比重,这就决定了共

青团在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高校要把共青团

纳入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范畴,在制定学校年度

工作要点时明确校团委、院团总支、班级团支部的具

体职责和工作抓手,把思想政治各种元素融入到团

的各类工作形态。要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

到团支部,实施好高校基层团支部活力提升工程,重
点抓好班级团支部书记的选拔和责任落实,调动团

支部书记履职的积极性,增强团支部工作的主动性,
真正把班级团支部打造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战斗堡垒。要善于发挥好共青团在服务研究生成

才中扮演的资源整合者作用,实施高校共青团“第二

课堂成绩单”制度,组织研究生参加“三下乡”“返家

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研究生将第一课堂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知识转化为第一手实践经验,推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能量思想在研究生群体中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注释:

① 人文社科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管理学、军事学、艺术学;自然科学专业包括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其他”是指除上述专业以外的其他专

业或纸质问卷时未作答。

②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参考文献:
[1]陆庆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1986:233.
[2]张耀灿,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1999:266.
[3]刘宏达.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

量的问题与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18(4):130-133.
[4]沈壮海,段立国.2014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分

析———基于全国30所高校的调查[J].思想理论教育

导刊,2015(8):98-103.
[5]沈壮海,王迎迎.2015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及其教育状

况调查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6(8):5-12.
[6]沈壮海,肖洋.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分析

[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108-113.
[7]林洪冰,郄海霞,温小平.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基于海

南55027份样本的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
(12):64-69.

[8]蒋连霞,施亚玲,向兴华,等.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实思考———基于对广东省研究

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J].思想教育研究,2019(1):

128-131.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7:378.
[10]马健生,陈玥.21世纪世界高水平大学研究生教育:新

特点与新趋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27.
[11]张荣祥,马君雅.导学共同体:构建研究生导学关系的

新思路[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9):32-36.

Statusquo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QualityofPostgraduatesat
"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andtheMeasuresProposedtoImproveIt

NIMaojina,LUFe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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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1,856postgraduatesfrom28“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asthesurveyobjects,thispaperanalyzesthe
statusquo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qualityofpostgraduatesfromtheperspectivesofpoliticalquality,legalquality,moral
quality,psychologicalquality,socialbehavior,andindividualbehavior.Theoutcomeofthestudyshowsthecharacteristicsof
thetimes: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qualityofpostgraduatesispositiveingeneral,yetthereareobviousdifferencesbetween
differentgroups,showingtheco-existencebetweenthegeneralsituationandspecificconditions.Intheunifiedframeworkof
internalizationandexternalization,perseveranceandcompliancearecompetingandpositivityandnegativityarealternating.
Therefore,thispapersuggeststhatinordertocomprehensivelyenhanc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quality,weshoulddeepen
educationalreform andimprovethepertinenceandeffectivenessofthepostgradu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Meanwhile,weshouldpayattentiontothefewkeypeople,practicallystrengthentheoveralleffectof"ideologicalinstructions"
bysupervisors,consolidatethepositionsi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arena,andgivefullplaytothepoliticaladvantagesof
thePartyandLeagueorganizationsineducatingstudents.
Keywords:"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postgraduates;ideologicaland politicalquality;current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toupgrade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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