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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eting that has at-
tracted much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future of a country, and con-
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 19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a reflection of stu-
dents’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s.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
dents on the atten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conduciv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literacy of students by society and schools. It is beneficial to draw a feasible solution 
for improving students’ attention to the 19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this paper, question-
naire data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y SPSS through regression and then the proposed factors 
in affecting attention of the 19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r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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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是备受国内外关注的一次重要会议，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当代大学生对十九大关注度是学

生政治素养的一种体现，分析当代大学生对十九大关注度的影响因素有利于社会、学校对当代学生政治

素养的了解，有利于得出可行性方法提高学生对十九大的关注度。本文从十九大出发，通过分析问卷数

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找出影响当代大学生对十九大关注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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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青年一代的发展得到了社会的高度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1]。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优秀代表，是实现中

国奋斗目标的重要社会群体。同时，当前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国际格局进入深刻变革时期，政治教育成

为高校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学生政治素养的主要渠道。当代大学生对时政的关注度可以从一

定程度上反应政治素养，了解当前影响政治关注度的因素可以为教育工作者改善其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提

供重要依据，也可以让社会了解到当代大学生的时政关注度现状[2]。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备受瞩目的国际大事，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次会议关系着我国事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社会的建设，关系着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国人民对

十九大的关注度也可以体现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如前所述，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的优秀群体，

更应该会关注十九大，为探究当代大学生对十九大的关注度的影响因素，从 2017 年 12 月开始，本文通

过开展大创项目，以十九大为出发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分析工作。 
同时，通过调查近期已有的研究报告并分析相似的对政治关注度或对党的十八大关注度的调查，可

以得出相关调查往往只在一个学校进行或者没有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李婷(2016)的研究以广州某“211”
大学为调查对象分析出部分与大学生时事政治关注度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因素，但是所调查的样本数据过

于单一，属于同一院校[3]。何冬梅(2013)的研究属于描述统计，提供了青岛某高校学生群体回答有关十

八大以及政治时事的问题的正确率的数据，但是没有进一步利用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以及回

归分析[2]。因此，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南京地区三所不同类型高校(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工业

大学、南京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南京地区在校大学生的十九大关注的影响因素。同时，之前的调查报告

中在对调查问卷的设计上偏向于让调查者为自己评估其政治关注度，于是产生疑问：是否会存在评估偏

差或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次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被调查者自我评估十九大关注度以及实测结果

(通过回答十九大的相关问题测评出相对客观的分类结果)，并将二者分别进行影响因素回归，以求得出更

具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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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与假设 

2.1. 数据与样本 

本次研究基于南京地区的三所高校进行十九大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调查，目的在于探究某些变量对十

九大关注度的影响情况。本调查关注的对象是江苏省内三所高校(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与南京大

学学生)的学生，该调查对象的总体是三所高校的所有在校生的集合。理论上，目标总体应与抽样总体保

持一致[4]，但实际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完全获得每一位在校生的调查数据。于是本文采用抽样

的方式，根据样本提供的信息推断总体的特征。 
本次调查采用不重复抽样的抽样方法，以分层随机抽样为组织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在进行参数估计

前，应先确定一个适当的样本量。由于本研究将分别调查大学生对十九大关注度的自我评估结果和客观

测试得出的实测结果，所以选取的样本量应大于两种情况下所计算出的理论样本量的值。研究首先进行

了一次预调查，在查阅相关文献之后，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对于自我评估(关注占样本总体的比例)，可接受的估计误差(E)为 5%； 
假设 2：对于客观测试(实测结果)，可接受的估计误差(E)为 0.1 分； 
假设 3：对于客观测试(实测结果)，用经调整后的相似样本[3]的样本标准差 σ = 0.402 代替总体标准

差； 
假设 4：本调查将置信水平 1 − α定为 99%。 
自我评估方面样本量的确定用估计总体比例时样本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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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n 为需抽取的样本量(不重复抽样情况下)， 2zα 为在置信水平为 1 − α下的统计量的值，π 为关注样

本所占比例，E 为希望达到的估计误差， 0n 代表在重复抽样下的样本量的值，N 为三所高校本科生的总

人数(截止 2018 年，三所高校本科生人数约为五万三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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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测试方面样本量的确定用估计总体均值时样本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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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n 为需抽取的样本量(不重复抽样情况下)， 2zα 为在置信水平为 1 − α下的统计量的值，σ为总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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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E 为希望达到的估计误差， 0n 代表在重复抽样下的样本量的值，N 为三所高校本科生的总人数(截
止 2018 年，三所高校本科生人数约为五万三千名)。 

( )2 2 2 2
2

0 2 2

2.58 *0.402 108,
0.1

z
n

E
α σ

= = ≈  

0
1

0

108 108.
10811

53000

n
n

n
N

= = ≈
++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研究小组 2018 年 2 月到 12 月的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学

校为单位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对象覆盖南京审计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三所南京高校，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由于互联网问卷有不确定因素，在清洗了重要变量上不完整的问卷与系统错误问卷之后，

最终有 670 个样本(大于上文所计算出的至少抽取 658 个样本)进入分析模型。 

2.2. 分析方法与步骤 

如前所述，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分别为自我评估的十九大关注度分类结果和依据回答客观问题正

确率得出的分类结果(以下简称实测结果)，本文将分别对这两个分类结果进行检验。其中自我评估由调查

对象自己选择关注的程度，用“您认为自己是否关注十九大”进行提问，答案项分为“0：关注”和“1：
不关注”。在实测结果的十九大关注度的部分中设置了与十九大相关的五道测评题，通过答对题目个数

将被调查者分为五类：① 关注度低、② 关注度较低、③ 关注度适中、④ 关注度较高、⑤ 关注度高五

类。研究自变量为多个因素：学校、性别、年级、专业、政治面貌。自变量的值在调查问卷中分别设置

问题进行统计收集。 
之后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学处理，用卡方检验、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具体步骤

如下： 
1) 自我评估结果分析：首先，将自我评估分类结果与待检验因素进行卡方检验，检测二者是否独立。

其次，采用向后法–似然比检验(LR)筛选变量以检验变量是否真实独立，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确定各

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最后，分析回归结果。 
2) 客观实测结果分析：首先，将实测结果与待检验因素进行卡方检验，检测二者是否独立。其次，

对待检验因素和分类结果进行平行线检验，然后进行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确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

向。最后，分析回归结果。 
3) 比较二者结果差异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为进行卡方检验所作假设如下(结果代指自我评估结果或实测结果)： 
H0：该因素与分类结果独立；H1：该因素与分类结果不独立。 
基于卡方检验所得出的结果，对剩余未排除因素进行 logistic 回归检验，因作出如下假设： 
H0：该因素对十九大关注度有影响；H1：该因素对十九大关注度没有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自我评估结果分析 

1) 自我评估的结果分布 
如表 1 所示，自我评估结果分为：① 关注、② 不关注度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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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lf-assessment results distribution 
表 1. 自我评估的结果分布 

 频率 百分比(抽样误差) 累计百分比 

有效 

关注 348 51.9 (0.02) 51.9 

不关注 322 48.1 (0.02) 100.0 

总计 670 100.0 - 

 
2) 自我评估结果与各因素的卡方检验 

 
Table 2.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school 
表 2. 自我评估与学校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6.345a 2 0.042 

似然比(L) 6.361 2 0.042 

线性关联 6.247 1 0.012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99.00。 
 
Table 3.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gender 
表 3. 自我评估与性别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p-值(双侧) p-值(单侧) 

皮尔逊卡方 2.944a 1 0.086 - - 

连续性修正 b 2.682 1 0.102 - - 

似然比(L) 2.948 1 0.086 - - 

费希尔精确检验 - - - 0.100 0.051 

线性关联 2.939 1 0.086 - - 

有效个案数 670 - -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36.97；b. 仅针对 2 × 2 表进行计算。 
 
Table 4.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grade 
表 4. 自我评估与年级(大一、大二 = 低年级，大三、大四 = 高年级)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p-值(双侧) p-值(单侧) 

皮尔逊卡方 1.971a 1 0.160 - - 

连续性修正 b 1.739 1 0.187 - - 

似然比(L) 1.976 1 0.160 - - 

费希尔精确检验 - - - 0.173 0.094 

线性关联 1.969 1 0.161 - - 

有效个案数 670 - -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93.24；b. 仅针对 2 × 2 表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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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political appearance 
表 5. 自我评估与政治面貌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44.245a 3 0.000 

似然比(L) 46.566 3 0.000 

线性关联 43.587 1 0.000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2.50。 
 
Table 6.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ssessment and major 
表 6. 自我评估与专业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学校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南京工业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5.840b 

5.994 

1.291 

203 

7 

7 

1 

- 

0.559 

0.540 

0.256 

- 

南京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8.668c 

8.811 

0.260 

209 

7 

7 

1 

- 

0.277 

0.266 

0.610 

- 

南京审计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12.034d 

13.590 

0.130 

251 

6 

6 

1 

- 

0.061 

0.035 

0.719 

- 

总计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14.208a 

14.313 

2.696 

663 

7 

7 

1 

- 

0.048 

0.046 

0.101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8.71；b. 8 个单元格(5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83；c. 1 个单元

格(6.3%)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4.98；d. 6 个单元格(42.9%)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27。注：剔除了被调查人数

较少的专业，避免对卡方检验造成影响。 
 

由表 2~6 可知，通过卡方检验对学校、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和专业与自我评估十九大关注度进行

分析，对应统计量的 p 值分别为 0.042、0.086、0.160、0.000 和 0.048。从上述检验中可以得出，学校、

政治面貌与自我评估结果进行检验得出的 p 值小于 0.05，说明二者是不独立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会对

自我评估造成影响。而性别、年级这两个因素与自我评估进行检验得出的 p 值大于 0.05，说明这两个变

量没有拒绝原假设，但为了更为准确仍凭经验保留这两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以进一步确认结果。专业

因素对应的卡方检验虽然总体上表现出与分类结果不独立，但由于专业分布与学校有很大关系，在每个

学校分层检验中可以明显看出专业与十九大关注度卡方检验的 p 值很大，所以实际专业与十九大关注度

分类结果二者独立，因此在接下来的检验中并不考虑专业这一因素。 
3)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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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Variables screened by backward method-likelihood ratio test 
表 7. 向后法–似然比检验(LR)筛选出来的变量 

 回归系数(B) 标准误差 统计量瓦尔德 自由度 p 值 OR 值 

学校 
学校(南京工业大学) 

学校(南京大学) 

- 
0.469 
0.224 

- 
0.209 
0.200 

5.055 
5.055 
1.255 

2 
1 
1 

0.080 
0.025 
0.263 

- 
1.598 
1.251 

性别(男) -0.443 0.173 6.535 1 0.011 0.642 
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政治面貌(中共预备党员) 
政治面貌(共青团员) 

- 
−2.720 
−1.991 
−1.048 

- 
0.651 
0.508 
0.477 

36.920 
17.485 
15.361 
4.819 

3 
1 
1 
1 

0.000 
0.000 
0.000 
0.028 

- 
0.066 
0.137 
0.351 

常量 1.156 0.489 5.582 1 0.018 3.177 

a. 在步骤 1 输入的变量：学校，性别，年级，政治面貌。 
 

该步骤中，记关注为 0，不关注为 1。从表 7 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进行向后法进行筛选变量后，

年级这个变量被筛选排外(验证了步骤 1 中年级的卡方检验)，而学校、性别、政治面貌作为影响自我评估

十九大关注度的变量通过筛选，说明学校、性别、政治面貌作为影响因素质量较高。 
对学校、性别、政治面貌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自我评估的结果中，相对于南京审计

大学的学生，南京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两所学校的学生自我评估对于十九大关注度趋向于不关注的可能

性更高，举例来说，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认为自我不关注十九大的可能性是南京审计大学的学生的 1.5
倍；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明显更倾向于关注十九大，男性自我评估为关注十九大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

政治面貌属于显著影响因素，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关注程度显著的(OR < 0.5，说明政治面貌是重要的

影响因素)高于团员和群众，党员自我评估关注十九大的可能性是群众的十五倍。 
以上是仅通过自我评估得出的结果，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心理因素，还需通过实测结果来进行对比

分析。 

3.2. 实测结果分析 

1) 实测结果的分布情况 
被调查者通过问题回答正确率情况被分为：① 关注度低、② 关注度较低、③ 关注度适中、④ 关

注度较高、⑤ 关注度高五类。如图 1 可以看出分类情况属于正态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esting results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图 1. 十九大关注度实测结果分布情况(问题答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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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测结果分类与各因素的卡方检验 
 
Table 8.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ing results and school 
表 8. 实测结果分类与学校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43.847a 8 0.000 

似然比(L) 44.491 8 0.000 

线性关联 40.697 1 0.000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25.52。 
 
Table 9.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ing results and gender 
表 9. 实测结果分类与性别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4.961a 4 0.291 

似然比(L) 4.959 4 0.292 

线性关联 0.240 1 0.624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35.31。 
 
Table 10.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ing results and grade 
表 10. 实测结果分类与年级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8.630a 12 0.734 

似然比(L) 8.690 12 0.729 

线性关联 0.308 1 0.579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0 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6.07。 
 
Table 11.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ing results and political appearance 
表 11. 实测结果分类与政治面貌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皮尔逊卡方 65.698a 12 0.000 

似然比(L) 67.039 12 0.000 

线性关联 53.811 1 0.000 

有效个案数 670 - - 

a. 5 个单元格(25.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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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Chi-square tes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sting results and major 
表 12. 实测结果分类与专业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学校 检验统计量的值 自由度 渐近 p-值(双侧) 

南京工业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20.772b 

25.309 

0.078 

203 

28 

28 

1 

- 

0.835 

0.611 

0.780 

- 

南京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26.530 c 

30.103 

2.110 

209 

28 

28 

1 

- 

0.544 

0.358 

0.146 

- 

南京审计大学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35.402 d 

35.625 

0.713 

251 

24 

24 

1 

- 

0.063 

0.060 

0.399 

- 

总计 

皮尔逊卡方 

似然比(L) 

线性关联 

有效个案数 

70.255 a 

71.354 

11.817 

663 

28 

28 

1 

- 

0.000 

0.000 

0.001 

- 

a. 11 个单元格(27.5%)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2.20；b. 33 个单元格(82.5%)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0.26；c. 23 个单

元格(57.5%)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1.15；d. 21 个单元格(60.0%)的期望计数小于 5，最小期望计数为 0.25。注：剔除了被调查

人数较少的专业，避免对卡方检验造成影响。 
 

由表 8~12 可知，将学校、性别、年级、政治面貌和专业与实测结果分类进行卡方检验，他们统计量

的渐近显著性值分别为 0.000、0.291、0.734、0.000 和 0.000。从上述检验中可以得出，学校和政治面貌

与实测结果是不独立的，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会对实测结果造成影响，而性别、年级对于实测结果是独立

的，从分层卡方检验结果看来，专业和实测结果是独立的，所以同样在这里排除专业这一影响因素。但

是对于年级和性别，为了与之前进行对比，仍保留该因素，然后通过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确定各因素

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3) 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 
在通过 spss 软件得出回归系数 B，计算出 OR 值(EXP(B))。根据表 13 结果显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随着学校变化，由南京审计大学转变为南京大学再到南京工业大学，关注度变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即

关注度向低的方向靠近，南京大学的学生处于十九大关注度相对高的可能性是南京审计大学的学生的 1/2
倍，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处于十九大关注度相对高的可能性是南京审计大学的学生的 1/3 倍，换言之，

则是南京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十九大关注度更低；在性别方面看来，男女同学在十九大关注度上

的差异并不大，对应的 p 值没有经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前面的实测结果分类与性别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

未通过)；在年级方面看来，各个年级的十九大关注度无较大差异，对应的 p 值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验证了实测结果分类与年级交互效应的卡方检验未通过)；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处于十

九大关注程度高的可能性明显(OR > 2)高于共青团员和群众。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同学处于十九大关注

度高类别的可能性是政治面貌为群众的 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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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Ordered multi-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of testing results 
表 13. 实测结果的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 

实测结果的参数估算值 

 回归系数(B) 标准误差 统计量 
瓦尔德 自由度 p 值 OR 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下限 

阈值 

[关注度 = 低] 

[关注度 = 较低] 

[关注度 = 适中] 

[关注度 = 较高] 

−1.917 

−0.677 

0.829 

2.283 

0.400 

0.393 

0.394 

0.403 

22.957 

2.968 

4.436 

32.162 

1 

1 

1 

1 

0.000 

0.085 

0.035 

0.000 

0.147 

0.508 

2.291 

9.803 

−2.702 

−1.448 

0.058 

1.494 

−1.133 

0.093 

1.600 

3.072 

位置 

[学校 = 南京工业大学] 

[学校 = 南京大学] 

[学校 = 南京审计大学] 

−1.176 

−0.595 

0a 

0.188 

0.176 

- 

39.122 

11.439 

- 

1 

1 

0 

0.000 

0.001 

- 

0.309 

0.552 

- 

−1.545 

−0.939 

- 

−0.807 

−0.250 

- 

[性别 = 男] 

[性别 = 女] 

0.248 

0a 

0.148 

- 

2.800 

- 

1 

0 

0.094 

- 

1.282 

- 

0.042 

- 

0.539 

- 

[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政治面貌 = 中共预备党员] 

[政治面貌 = 共青团员] 

[政治面貌 = 群众] 

1.981 

1.755 

0.620 

0a 

0.482 

0.397 

0.364 

- 

16.896 

19.524 

2.898 

- 

1 

1 

1 

0 

0.000 

0.000 

0.089 

- 

7.253 

5.781 

1.858 

- 

1.037 

0.976 

−0.094 

- 

2.926 

2.533 

1.333 

- 

[年级 = 大四] 

[年级 = 大三] 

[年级 = 大二] 

[年级 = 大一] 

−0.132 

−0.579 

−0.192 

0a 

0.300 

0.204 

0.174 

- 

0.194 

8.066 

1.214 

- 

1 

1 

1 

0 

0.660 

0.005 

0.270 

- 

0.876 

0.561 

0.825 

- 

−0.719 

−0.978 

−0.533 

- 

0.455 

−0.179 

0.149 

- 

a. 此参数冗余，因此设置为零。 

3.3. 对比分析 

上述分析的两次回归的结论在学校、政治面貌方面具有一致性，而在性别方面有差别，对此，本文

对异同进行如下总结。 
相同之处：南京工业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同学在自我评估和问卷回答上处于十九大关注度低的可能性

更高，原因可能与不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关。在政治面貌方面，两次回归结果一致，都表明了中共

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十九大关注度更高，这说明了中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对学习十九大的主动和积极态度。

在年级这个方面，两次回归的结果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年级并非十九大关注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不同之处：自我评估的回归中性别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结果有影响，但是在分析实测结

果的回归结果中，性别因素没有通过检验，说明男性可能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关注十九大，但实

际上男性与女性并没有显著区别。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了学校、政治面貌对于大学生十九大关注度的确产生了影响，对今后学校在引导大学生关

注政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促使学生熟悉政治，使当代大学生具有在社会与国家生活中进行良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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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判断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这是高校开设思想政治类课程的出发点[5]，偏理工科类的学校应该对时

事政治教育类的课程、活动更加重视，让学生全面发展。偏文科类的学校在政治教育方面较其他类学校

做得更好，可以为其他学校提供借鉴。此外，校方应有针对性的“因类施教”，引导大学生关心政治，

还可以结合十九大政策导向，帮助大学生对未来做职业规划，并且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帮

助大学生了解社会现实，培养主人翁责任感，增强爱国主义意识，从根本上培养大学生关注政治[6]。在

另一方面，党员和预备党员应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带领普通同学共同进步，学习党的知识，提高思想

觉悟，带动身边的同学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在提高全体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方面起到积极作用[7]，
学校也应做到引导党员和预备党员发挥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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