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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１ ０７５ 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ꎬ对当前高校党员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现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ꎮ 总体来看ꎬ高校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认可度和

接受度较高ꎬ通过“学习强国”ＡＰＰ 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ꎬ但仍

然存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在党员教育学习中的载体作用发挥还不够、在培养党员终

身学习能力方面作用发挥还不强、与党员之间的黏性还不够等问题ꎮ 针对这些问

题ꎬ提出了加强载体作用、提高用户体验、提高群体动力等主要对策ꎮ

关键词:“学习强国”ＡＰＰꎻ高校党员ꎻ思想政治教育ꎻ作用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学习强国”ＡＰＰ 正式

上线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以深入学习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要内

容ꎬ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学习网

络[１]ꎬ实现有组织、有指导、有管理、有服务

的学习ꎮ 经过一年的发展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方式改变着全中国共产

党员的学习模式ꎬ正在为逐步建设善于学习、
勇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出重要

贡献[２]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

广大党员的影响ꎬ笔者对辽宁省部分院校进行

了调研ꎮ 期望通过调研ꎬ了解“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广大党员政治信念、党性修养、科学文化素

质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广大党员对“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接受度、满意度和使用度ꎬ从而为“学
习强国”ＡＰＰ 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好地

发挥作用提供新的着力点和生长点ꎮ

一、高校党员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

现状调查与分析

１.调查方法与对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校党员“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使用现状ꎬ笔者通过网络随机抽样调

查的方式对辽宁省内 １０ 所高校进行了“关于

‘学习强国’ＡＰＰ 使用现状调查”ꎬ共发放问

卷 １ １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７５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７ ７％ ꎮ 通过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对数

据进 行 了 分 析 和 整 理ꎬ 并 对 问 卷 进 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信 度 检 验 ( Ａｌｐｈａ ＝ ０ ８８３ ) 和

ＫＭＯ ａｎ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Ｔｅｓｔ 效度检验(Ａｌｐｈａ ＝
０ ８４９)ꎬ经检验信度和效度较好ꎬ可以进行深

入分析ꎮ
本次调查涉及被试的党员人口统计学变

量包括:党员类别、性别、年龄和党龄(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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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ꎮ 总体来说ꎬ样本数据在党员类别、党员

性别上比较均衡ꎬ在年龄结构和党龄结构上

有些不平衡ꎬ但是符合实际情况ꎬ因此ꎬ样本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表 １　 被试样本组成分布(Ｎ ＝ １ ０７５)

题项

党员类别

教师
党员

学生
党员

性别

男 女

年龄 / 岁

１８ ~ ２９ ３０ ~ ３９ ４０ ~ ４９ ５０ ~ ６０

党龄 / 年

５ 年以下 ５ ~ １０ １０ ~ １５ ２５ 年
以上

样本数量 ５３１ ５４４ ４５２ ６２３ ６１０ ２５６ １６２ ４７ ６０６ １２８ １４４ ３２
样本比例 ４９ ４０％ ５０ ６０％ ４２ ０５％ ５７ ９５％ ５６ ７４％ ２３ ８１％ １５ ０７％ ４ ３７％ ５６ ３７％ １１ ９１％ １３ ４０％ ２ ９８％

２.调查与统计

(１)高校党员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基

本情况ꎮ 笔者通过对是否经常使用“学习强

国”ＡＰＰ 的调查可知ꎬ９５ ９１％ 的党员经常使

用“学习强国”ＡＰＰꎬ４ ０９％ 的党员很少使用

“学习强国”ＡＰＰꎬ但是 １００％ 的党员都知道

“学习强国”这个软件ꎬ由此可见ꎬ“学习强

国”ＡＰＰ 在党员中的接受度很高ꎮ 通过对党

员在 “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积分调查可知ꎬ
４１ ８６％的党员积分在 ５ ０００ 分以上ꎬ大多数党

员的学习积分都在 １ ０００ 分以上ꎬ说明“学习

强国”ＡＰＰ 的使用率较高ꎮ 通过对党员每天

使用 “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时间调查可知ꎬ
１８ ７％的党员每天使用时间为 １０ 分钟以下ꎬ
６４ ４７％的党员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学习时

间都超过了 ３０ 分钟ꎮ 通过对党员使用“学习

强国”ＡＰＰ 的频率调查可知ꎬ每周在“学习强

国”ＡＰＰ 上至少学习 ２ 次的党员占 ９１ ２６％ ꎮ
(２)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原因调查ꎮ

通过调查ꎬ９５ ９１％ 的党员经常使用“学习强

国”ＡＰＰꎬ从经常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原

因进行调查可知:９３ ０２％的党员表示要学习

最新的实时信息ꎻ８２ ０５％的党员是因为党支

部相互学习与讨论的需要ꎻ６７ ６３％的党员是

因为单位严格要求完成学习任务ꎻ４１ ８６％的

党员表示自愿主动学习ꎮ 由此可知ꎬ党员自

身要学习最新的实时信息和基层党组织工作

需要是党员经常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重

要原因ꎮ 但有 ４ ０９％的党员不经常使用“学
习强国”ＡＰＰꎬ对不经常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原因调查可知:５１ ２％ 的党员是因为没有

学习任务ꎻ１５ ７％ 的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不太了解ꎻ １２ ９％ 的党员觉得不感兴趣ꎻ
２０ ２％的党员觉得没有时间ꎮ 由此可见ꎬ没

有学习任务是党员不经常使用“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重要原因ꎮ

(３)关于“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内容调查ꎮ
根据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内容更新速度是否

及时的调查结果显示:８９ １２％的党员认为更

新及时ꎻ ５ ８６％ 的党员认为更新不及时ꎻ
５ ０２％的党员表示没有感觉ꎮ 通过对“学习

强国 ” ＡＰＰ 内 容 的 丰 富 程 度 调 查 可 知:
６０ ５６％的党员认为“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内容

非常丰富ꎻ３１ ５３％ 的党员认为内容丰富ꎻ
７ ２６％的党员认为内容一般丰富ꎻ０ ６５％ 的

党员认为内容不丰富ꎮ 在分享学习强国的内

容时ꎬ６４ ６５％的党员会通过微信分享内容ꎬ
３１ ０７％ 的党员会在学习强国内部分享ꎬ
２ ７９％的党员通过 ＱＱ 分享ꎬ１ ４９％ 的党员

通过微博分享ꎮ
(４) “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高校党员的影

响ꎮ 通过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党员影响的

调查可知:４４ ３７％的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第一印象是新鲜ꎻ３２ ９３％ 的党员对“学习

强国”ＡＰＰ 表示真心喜欢ꎻ９ ２１％ 的党员表

示为了应付交差ꎻ１３ ４９％的党员表示说不清

楚ꎮ 经过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学习一段时

间后ꎬ再次对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印象

进行调查时发现ꎬ４６ ７９％ 的党员认为对“学
习强国”ＡＰＰ 有点兴趣ꎬ４０ ７４％ 的党员表示

真心喜欢ꎬ ５ ３％ 的党员表示应付 交 差ꎬ
７ １６％的党员表示说不清ꎮ 由此可见ꎬ党员

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学习一段时间后ꎬ大多

数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印象是有点兴

趣和真心喜欢ꎮ
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党员哪方面有帮

助的调查中显示:８９ ４％ 的党员认为对及时

了解社会新闻、时事政治等方面有帮助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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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８５％ 的党员认为对及时了解国家政策走

向方面有帮助ꎻ６５ ９５％的党员认为对丰富科

学文化知识方面有帮助ꎻ５５ １６％的党员认为

对坚定政治信念方面有帮助ꎻ５２ ８４％的党员

认为对提升党性修养方面有帮助ꎮ
通过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是否增强党员

四个自信方面的调查显示:５２ １％ 的党员认

为通过“学习强国“ＡＰＰ 增强了理论自信ꎻ
２７ ３１％ 的 党 员 认 为 增 强 了 文 化 自 信ꎻ
１２ ０２％的党员认为增强了道路自信ꎻ８ ５７％
的党员认为增强了制度自信ꎻ０ １９％ 的党员

表示说不清增强了哪方面的自信ꎮ 由此可

见ꎬ通过“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学习ꎬ广大党员

的“四个自信”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ꎮ
通过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是否增强党员“四个

意识”的调查显示:７８ ８２％ 的党员认为增强

了政治意识ꎻ１３ １５％的党员认为增强了大局

意识ꎻ４ ６６％ 的党员认为增强了核心意识ꎻ
３ ３６％的党员认为增强了看齐意识ꎮ 通过对

“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党员的帮助情况的调查

可知:４５ ５８％ 的党员认为“学习强国” ＡＰＰ
对自己帮助非常大ꎻ３７ ３％ 的党员认为对自

己帮助很大ꎻ１５ １６％的党员认为对自己帮助

一般ꎻ１ ９５％的党员认为对自己帮助较小ꎮ
(５)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总体评价ꎮ 在

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有哪些优点的调查中显

示:９１ ２６％ 的党员认为“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

知识资源丰富ꎻ９０ ４２％的党员认为新闻资讯

丰富ꎻ６８ ７４％ 的党员认为界面美观大方ꎻ
５７ ７７％的党员认为内容完全免费ꎻ３６ ３７％
的党员认为系统运行流畅ꎮ 此外ꎬ９７ ３％ 的

党员认为“学习强国”ＡＰＰ 新闻的权威性、真
实性和可靠性是区别于其他 ＡＰＰ 最为显著

的特点ꎮ 在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使用体验

的调查中显示:４８ １９％ 的党员认为非常好ꎻ
４０ ３７％的党员认为很好ꎻ１０ ０５％ 的党员认

为一般ꎻ１ ４％的党员认为较差ꎮ
３.结论与分析

(１)高校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认可

度和接受度较高ꎮ 据调查显示ꎬ１００％的党员

都知道“学习强国”ＡＰＰꎬ大多数党员每天在

固定时间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ꎮ 目前ꎬ一些

不经常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党员表示在

未来也会选择经常使用ꎬ成为“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潜在用户ꎮ 此外ꎬ大多数党员在“学
习强国”ＡＰＰ 的体验较好ꎬ认为对自身帮助

很大ꎮ 可见ꎬ高校党员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

认同度和接受度较高ꎮ
(２)“学习强国”ＡＰＰ 对高校党员的日常

影响越来越深入ꎮ 据调查显示:９５ ９１％的党

员经常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ꎻ５２ ９３％的党员

每天都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学习ꎻ７０ ５１％
的党员每周至少 ４ 次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

学习ꎻ９４ ７％ 的党员每天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学习时间为 １０ 分钟以上ꎻ８７ ５３％ 的党员

对“学习强国” ＡＰＰ 感兴趣并且真心喜欢ꎻ
８１ ２１％的党员愿意每天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获取新闻和知识ꎻ即使积分排名规则调整

或者取消了ꎬ依然有 ９７ ４９％ 的党员愿意继

续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ꎮ 可见ꎬ“学习强国”
ＡＰＰ 与广大党员的生活愈来愈密切ꎬ对广大

党员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ꎮ
(３)“学习强国”ＡＰＰ 提高了党员的政治

素质ꎮ 据调查显示:５５ １６％的党员认为通过

学习强国的学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ꎻ
５２ ８４％ 的党员认为通过学习提升了自身的

党性修养ꎻ７９ ４１％的党员表示通过学习增加

了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ꎻ９１ ９７％的党员表示

通过学习增加了自身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

识ꎮ 可见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不仅使广大高校

党员获得的新闻知识更加真实、可靠、权威ꎬ
而且帮助党员提高了自身的理论素质ꎬ进一

步增强了党员的“四个自信”和“四个意识”ꎬ
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已

成为党员思想武装的便携式充电宝ꎮ
(４)“学习强国”ＡＰＰ 提高了党员的科学

文化素养ꎮ 据调查显示:９２ ０９％的党员认为

“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内容丰富ꎻ８９ ４％ 的党员

认为“学习强国”ＡＰＰ 能让自己及时了解社

会新闻ꎻ８３ ３５％ 的党员认为通过 “学习强

国”ＡＰＰ 让自己对国家政策走向更加了解ꎻ
６５ ９５％的党员认为通过“学习强国”ＡＰＰ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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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ꎮ 可见ꎬ通过“学
习强国”ＡＰＰ 拓宽了广大党员的视野ꎬ提高

了广大党员的综合素质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已

成为党员教育发展的加油站ꎮ

二、“学习强国” ＡＰＰ 在高校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１.在党员教育学习中的载体作用发挥还不够

载体主要是指某些能传递能量或承载其

他物质的物质ꎮ 党员学习的载体有很多ꎬ
“学习强国”作为一款为广大党员量身打造

的移动 ＡＰＰꎬ是顺应信息时代、自媒体时代、
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产物ꎮ “学习强国”ＡＰＰ
不仅符合时代发展ꎬ更符合广大党员的学习

习惯和学习需求ꎮ 从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

实际调研来看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这一媒介ꎬ
虽然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认可和关

注ꎬ与党员日常生活联系的越来越紧密ꎬ在提

高党员科学文化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党性修

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但作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一款传播媒介ꎬ除了具备学习分

享功能之外ꎬ还有诸如群聊、私聊、电话、提
醒、日程、工作任务、会议等功能ꎬ很多党员并

不熟悉或者不常使用这些功能ꎬ可见ꎬ“学习

强国”ＡＰＰ 在党员教育学习中载体作用发挥

的还不够ꎮ
２.在培养党员终身学习能力方面作用发挥还

不强

　 　 党员只有善于学习ꎬ才能构筑充满活力

的党组织ꎻ只有勤奋学习的党组织ꎬ才能构筑

一个不断发展的政党ꎻ只有拥有高强学习本

领的执政党ꎬ才能带领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昌

盛ꎮ “学习强国”ＡＰＰ 站在国家的高度ꎬ以党

员为基点、支部为群组ꎬ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党

“纵到底、横到边、网络化”的最好、最有影响

力、最重要的党员学习系统ꎮ 通过“学习强

国”ＡＰＰ 的积分推进式的学习ꎬ使党员不仅夯

实了理论基础ꎬ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ꎬ
还可以通过信息沟通、学习讨论、发表意见、推
荐内容等方式活跃学习氛围ꎮ 但通过调查可

知ꎬ有些党员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学习并不

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学习理念和学习能力ꎬ而是

为了完成任务应付学习ꎬ可见ꎬ“学习强国”
ＡＰＰ 在培养党员终身学习能力方面作用发挥

还不强ꎮ
３.与党员之间的黏性还不够

“学习强国”ＡＰＰ 与党员之间的黏性主

要是指党员对于“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忠诚、信
任与良性体验等结合起来形成的依赖感ꎮ 依

赖感越强ꎬ党员与“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黏性越

高ꎮ 根据调查可知ꎬ广大党员对于“学习强

国”ＡＰＰ 的认可度、接受度、信赖度虽然很

高ꎬ但还存在部分党员是为了完成党组织的

积分任务而不得不每天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进行学习ꎬ因此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与党员

之间还存在黏性不够、稳定性不强的问题ꎮ

三、加强“学习强国”ＡＰＰ 在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卡斯特指出ꎬ新信息科技借助于改变信

息处理的过程ꎬ影响了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ꎬ
使各领域间的活动要素及其作用者之间产生

无穷的联系ꎬ在此过程中的形成的网络化、依
赖化的经济体逐渐能将其技术、知识与管理

上的进步应用于技术、知识与管理本身[３]ꎮ
如何顺应科技发展潮流ꎬ把握好党员的舆论

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阵地ꎬ打造新型传播平

台ꎬ建成新型主流媒体ꎬ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

版图ꎬ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

更深入[４]ꎬ是“学习强国”ＡＰＰ 平台后续发展

面临的现实问题ꎮ 鉴于目前平台建设所存在

问题ꎬ需要在以下 ３ 方面着力发展ꎮ
１.提高把关能力ꎬ加强“学习强国”ＡＰＰ 在党

员教育中的载体作用

　 　 把关主要是指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的

过程ꎮ 把关人则是对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ꎬ
决定信息是否传播和传播什么的个人或者组

织ꎮ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ꎬ特别是自媒体时

代的来临ꎬ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ꎬ也是信息

的受众者ꎮ 信息在“大麦克风”时代呈现出

一种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态势ꎬ弱化了把关

的角色ꎬ降低了把关的可行性ꎬ提高了把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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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ꎬ随之而来ꎬ把关人的角色也呈现了多元

化的特点ꎮ 因此ꎬ面对传播渠道畅通、传播权

利泛化、传播过程双向互动的网络时代ꎬ主流

媒体如何更好地实现把关是一个重大而深刻

的问题ꎮ
“学习强国”ＡＰＰ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党媒ꎬ在新闻报道上ꎬ特别是对重大事件、
重大新闻的报道中ꎬ具有得天独厚的新闻资

源和媒体影响力、公信力和权威力ꎬ并为其他

媒体或自媒体提供原创性的新闻内容ꎬ一定

程度上起到了把关人的作用ꎮ 通过调查发

现ꎬ党员对主流媒体新闻资讯的权威性、真实

性较为信任ꎬ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信任度和

依赖感较强ꎮ 因此ꎬ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建

设中ꎬ要通过新闻资讯等内容的真实性、可靠

性、权威性、及时性等不断塑造“学习强国”
ＡＰＰ 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引导力ꎮ 要通过

把关人角色的多元化ꎬ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

术的搜索引擎、聚合器、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应

用提高“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把关能力ꎬ发挥其

在党员教育载体中的巨大作用ꎮ
２.提高用户体验ꎬ加强“学习强国”ＡＰＰ 与党

员之间的黏性

　 　 用户体验是人们对使用或期望使用的产

品、系统或者服务的认知印象和回应[５]ꎮ 从

用户体验分析ꎬ某种程度上用户体验好坏决

定了一款移动 ＡＰＰ 的兴衰ꎮ “学习强国”
ＡＰＰ 作为一款党媒传播媒介ꎬ在组织上、内
容上和资源上具有优势ꎬ但要想让它的用

户———党员体验好ꎬ就要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建设过程中ꎬ以用户体验为中心ꎮ 这就需

要优化“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功能ꎬ以满足党员

的需求、增强易用性以及让党员在使用过程

中产生愉悦感ꎮ 那么ꎬ如何优化“学习强国”
ＡＰＰ 呢? 根据调查可知ꎬ绝大多数党员都认

为“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系统流畅、内容丰富以

及界面美观ꎬ但是也有部分党员认为“学习

强国”ＡＰＰ 最大的缺点是缺少娱乐功能ꎮ 此

外ꎬ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ꎬ视频学习是最受

欢迎的一种学习形式ꎮ 施拉姆等[６] 把娱乐

列为传播的四大功能之一ꎬ认为我们在大众

媒介中寻求大量的娱乐ꎬ即便在最严肃的新

闻中也重视轻松的风格ꎮ 英国心理学家斯蒂

芬森[７] 认为ꎬ传播的游戏化能提供自我满

足ꎬ人们可以根据自我感受ꎬ自主选择传播内

容ꎬ沉浸在主观性的游戏情境中ꎮ 鉴于此ꎬ
“学习强国”ＡＰＰ 在建设过程中ꎬ可以尝试添

加一些娱乐元素ꎬ融入寓教于乐的游戏、闯
关、问答等形式ꎬ使广大党员能够在轻松娱乐

的氛围中更好地学习ꎮ 此外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阅读偏好ꎬ或者同一学

习小组内其他组员的阅读历史ꎬ为每一个学

习者提供独具特性的信息流[８]ꎬ从而提高广

大党员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的用户体验ꎬ增加

与党员之间的黏性ꎬ提高党员对“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依赖性和忠诚度ꎬ增强“学习强国”
ＡＰＰ 的传播力和影响力ꎬ使其成为广大党员

的思想宝库和精神家园ꎮ
３.提高群体动力ꎬ加强“学习强国”ＡＰＰ 在培

养党员终身学习能力方面的作用

　 　 群体动力理论认为ꎬ要改变个体ꎬ最好从

改变个体生活的群体入手ꎬ因为ꎬ任何一个人

都有与生俱来的群体归属感ꎬ都不希望被群

体所遗弃ꎮ “学习强国”ＡＰＰ 为了了解广大

党员的学习进度、检验广大党员的学习效果

而采用积分制形式ꎬ并在党员所属的党组织

内部每周进行自动积分排名ꎮ 根据调查可

知ꎬ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学习一段时间后ꎬ绝
大多数党员已经开始对“学习强国”ＡＰＰ 感

兴趣并且真心喜欢上了这款软件ꎮ 广大党员

有了浓厚的学习兴趣ꎬ就可以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ꎬ变“学一阵”为“学一生” [９]ꎮ 虽

然“学习强国”ＡＰＰ 以党员自学为主、单位基

层党组织为辅ꎬ但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学习

强国”ＡＰＰ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ꎬ除了引导

党员使用“学习强国”ＡＰＰ 之外ꎬ还要组织各

项活动ꎬ帮助党员从自发学习到自觉使用

“学习强国”ＡＰＰꎮ 例如ꎬ党组织或者党小组

可以通过积分排名、积分比赛的方式ꎬ激发党

员在“学习强国”ＡＰＰ 上学习的积极性ꎬ通过

共同的学习和参与ꎬ使党员之间形成共同的

情感和驱动力ꎬ无形中增加了党员群体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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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和向心力ꎬ为构建学习型党组织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ꎮ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党报、党刊、党台、
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ꎬ大胆运用新

技术、新机制、新模式ꎬ加快融合发展步伐ꎬ实
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１０]ꎮ 可以

说ꎬ“学习强国”ＡＰＰ 是一个掌中资源库、一个

指尖上的加油站、一个移动的精神家园、一个

思想武装的便携充电宝ꎮ 在党员发展教育中、
学习型党组织构建中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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