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思想重要性的事例 月入党积极分子
思想汇报调研的重要性(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思想重要性的事例篇一

尊敬的党组织：

织。用概念说，入党动机是一个人要求入党的内在原因，是
推动人们争取入党的精神力量。人的行动是受一定思想支配
的，要求入党的人，总有一定的原因和预期的目的(这个目的
就是入党动机)，要求入党的人的愿望是一样的，即加入党组
织，但入党的原因和预期目的是不同的。在座的每个要求入
党的同志的入党动机，也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我们可以把入
党动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错误的入党动机。另一方面
是正确的入党动机。

吴教授讲到就像我们在座的同学当中肯定有不少同学是怀着
不同的入党动机来听党课的，1、有的同志认为当党员光荣，
入党个人和家庭都光彩，在亲戚朋友面前也好看;(虚荣心)2、
有的是看到周围一些同志提出了申请，随大流，而要求入党3、
有的认为现在政策好，自己富起来了，为报答党的恩情要求
入党;(主要是农民)4、有的认为党票是一种政治资本，通过
入党政治上找个靠山。(机关、企业)5、也有的认为入了党，
容易受重用，提拔快，或者大学毕业后可以找个好工作
等;(机关、企业、学校)……入党动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
法，如果我们怀着错误的入党动机投入到工作，学习和生活
中去，将来必定会被人民群众所××。我们想要入党的同学，



只有端正了自己的入党动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才能被
党和人民所接受。

吴教授告诉我们在座重点发展对象，我们都是工作、思想、
学习中的先锋，但是个别同志入党动机可能有错误成分，这
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克服错误的动机，有关这几种错误的入党
动机的成因和如何去克服一会还要进行具体的剖析和讲解。

正确的入党动机是，入党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实
现共产主义。因为它与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和党员条
件是一致的。其他入党动机则是与此相违背的，是不正确的，
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大家可能会说，正确入党动机像官话、
像口号，不切合实际。我认为入党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并不空，是我们平时努力工作、学习、思
想进步的一种理论升华。退一步讲，我们每天努力学习工作
不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吗?只有端正入党动机，才符合党章规定
的入党条件;入党以后才能发挥一个党员应有的作用，从而保
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反之，如果让那
些动机不纯的人特别是企图利用党员称号来捞取好处的人进
入党内，就难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甚至给党带来严
重损失。因此党组织把端正入党动机作为对申请入党的同志
的最基本要求，把考察要求入党同志入党动机和帮助他们端
正入党动机，作为保证新党员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措施。
发展新党员，只能把那些入党动机端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中表现出色，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近来;那些动
机不纯的决不能吸收入党。我们争取入党的同志，应该像吴
教授说的那样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来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
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要求，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
士。

汇报人：



思想重要性的事例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
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
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
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
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
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
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
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
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
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
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
即“human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
限在“human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
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
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
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
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
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
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
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



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
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
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
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
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
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
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
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
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
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
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
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
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
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
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
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
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
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
方的“human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
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
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
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
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
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
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
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
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
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
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



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
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
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
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
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1][2]

思想重要性的事例篇三

《威尼斯商人》,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一部
具有极大讽刺性的喜剧重要作品，下面我们从《威尼斯商人》
这一作品中聊聊莎士比亚宗教思想的宗教思想。

在中国，长期以来《威尼斯商人》这部作品被看做是莎士比
亚喜剧的代表，并且受到极大地肯定与赞美。但是，在西方
的话语体系中，他们在自身价值取向的关照下，将这部作品
视为莎士比亚所创作的一部悲剧。两种不同的阐释与解读，
其原因不仅在于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更在于作品本身的复
杂性与内在思想的多重性。而对于《威尼斯商人》这部作品
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其重要意义恰恰能给予这部作品一个更
加准确的定位，进而让人更深切的理解莎士比亚的宗教思想。
《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剧包含两条线索，其中以夏洛克与安
东尼奥之间的矛盾纠葛为主线，在讲述“一磅肉的故事”的
同时，集中探讨了关于金钱、友情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
多数中国研究者认为《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剧的中心思想在
于探讨金钱与爱情之间的关系，探讨人对待金钱应有的正确
态度：“人要成为财富的主人，而不能成为它的奴隶;财富要
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而不能让它去毒害和破坏和谐的人际
关系。”[1]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无道理，作品中也提到关于夏
洛克与安东尼奥两人对待金钱的不同态度：夏洛克放债收利、
聚敛财富，安东尼奥则慷慨大度、乐善好施。但如果以此为
据认为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夏洛克与安东尼奥之间矛盾的根源，



并认为戏剧表现的是正确的金钱观的话，就不免流于肤浅。

实际上，导致夏洛克与安东尼奥之间矛盾对立的真正根源在
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之间的对立。夏洛克作为威尼斯的犹太
人，信奉的是犹太教，我们知道“自基督教在欧洲许多国家
占据统治地位以来，各国统治者和教会对信奉犹太教的犹太
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以‘邪教’、‘出卖耶稣’罪行掀起了
一次次反犹浪潮”，[2]所以夏洛克说：“我恨他(安东尼奥)
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另一方面，“法令规定基督教徒不允
许从事有息贷款活动”，这其实是安东尼奥作为基督教徒借
钱不收利息的一个外在原因，这就更加重了夏洛克的记
恨：“那个傻子借钱给别人不收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干借
贷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同时安东尼奥站在基督徒的立
场上，对于犹太教徒用放贷取利的行为丝毫不能容忍，以致
当众辱骂夏洛克、侮辱他的民族。而其实按照犹太教规
定“犹太教对外邦人放贷是允许的(见《旧约》‘申命记’
第23章)”。所以，《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剧中夏洛克所信仰
的犹太教与安东尼奥所信仰的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
构”戏剧故事的内在依据。莎士比亚正是通过两个商人之间
的斗争，折射出了不同宗教信仰与宗教精神之间的矛盾斗争，
并在这种关照中，表述了自己的宗教思想。

从《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剧的整体思想内容来看，莎士比亚
是有着基督教的思想倾向的。在夏洛克与安东尼奥各自的话
语中，可以看出夏洛克身上所具有的贪婪、自私、吝啬的品
性，如他称不取利钱的安东尼奥是“傻子”，“我家里容不
下你这么个食量大的人”等等。而安东尼奥却慷慨大方，为
了朋友可以倾囊相助，还帮助受夏洛克盘剥的人。莎士比亚
就是在这种对比中总体上肯定了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基督徒，
并表明了基督教优于其他宗教的看法。但莎士比亚同时也指
出了它们的偏狭性。这在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是通过较为
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果将作品以“安东尼奥借贷”
和“法庭斗争”两个点来分成前后三个部分的话，这三部分
可概括为：安东尼奥辱骂夏洛克、夏洛克怀恨在心/安东尼奥



借贷、夏洛克企图谋害其性命/夏洛克败诉受惩罚。在这三个
部分中莎士比亚的态度是“一波三折”的。

首先，在第一部分中莎士比亚表达了极为同情并理解“异教
徒”夏洛克的倾向，同时展现了安东尼奥信奉的基督教精神
的偏狭性。在作品中，夏洛克具备两个身份：放高利者身份
和犹太教徒身份。对于放高利的夏洛克，莎士比亚是理解的;
对于犹太教徒身份的夏洛克，莎士比亚又是同情的。莎士比
亚曾给予夏洛克两次“自白”的机会，第一次是为自己从事
高利活动的的辩驳：

当雅各替他的舅父拉班牧羊的时候……拉班跟他约定，生下
来的小羊凡是有条纹斑点的，都归雅各所有，作为他牧羊的
酬劳......这个狡狯的牧人就乘着这些毛畜正在进行传种的
当儿，削好了几根木棒，插在母羊面前，一到生产的时候，
产下的小羊都是有斑纹的，所以都归雅各所有。这是致富的
妙法，上帝也是祝福他，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面总是好
事。

在这里，夏洛克引用《旧约》雅各为拉班牧羊的故事，只是
想证明自己追求的高利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实际上，
这也代表了曾经从事商业活动的莎士比亚的观点：商业活动
应该是合法的、讲信誉的。因此，莎士比亚对于从事高利活
动的夏洛克是理解的。但是基督徒安东尼奥的回答却
是：“魔鬼也会引证《圣经》来为自己辩护哩”，实际上，
《圣经》不仅仅只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犹太教的信仰，既
然如此，犹太教徒夏洛克为何就不可以引证《圣经》呢?这其
实正表现了安东尼奥的狭隘的宗教精神，“欧洲基督教世界
的基督徒以正统宗教分子自居，对异教徒显示了憎恨的偏狭
宗教情绪”，[3]同时《威尼斯商人》创作的时候，正直英国
反对犹太人的高潮，莎士比亚在剧作中表现了这一时期的趋
势，却没有肯定这种“反犹“浪潮，在作品中给予犹太人夏
洛克第二次“辩解”的机会：



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
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
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
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
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
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
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要是一
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
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
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这一大段话是
受欺辱的夏洛克的发泄，在指责与控诉中指出了基督教的虚
伪与偏狭：宣扬“仁慈”、“博爱”、“宽容”的`基督教对于
“异教徒”为何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安东尼奥对于自己的朋友
可以倾囊相助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为何对于夏洛克就不能有
哪怕一点点的理解?归根结底，这都在于基督教精神本身的矛
盾性、狭隘性，安东尼奥长期的对夏洛克进行欺辱的行为，
从正面表明了基督教违反了“要爱你的仇敌”的教义，也正
因如此莎士比亚评判的天平稍稍倾向于夏洛克，在对夏洛
克“总体否定中给予了同情与理解”，也在对安东尼奥“总
体肯定中指出了不足”。所以，在戏剧的第二部分里，安东
尼奥要为自己之前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夏洛克要索
取一磅肉，这是受欺负受压迫的夏洛克进行的反击报复，只
不过他的报仇行为“有点过”。

第二部分的戏剧内容则是着力否定夏洛克的暴力行为，这也
是莎士比亚站在基督教思想立场上的评判。在莎士比亚看来，
从事收取高额利息的活动是合法的，但是企图谋害人性命的
行为则是不合法的，在两人的借贷关系之中，夏洛克可以获
取高出原先几倍的赔款，但不可企图借此谋害安东尼奥的性
命，这既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也不符合文艺复兴时期人文
主义的精神。莎士比亚运用整个戏剧情节的走向，来表明自
己的立场：“勿以暴力抗恶”，如果夏洛克用相对正当的行
为对安东尼奥进行反击报复的话，那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夏
洛克狡狯、阴险的企图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反击，而成为



一种不理智的、疯狂的“魔鬼”行径，因而他最后理应要为
自己暴力的、狠毒的行为“买单”，没收其部分财产也是夏
洛克为自己行为所应当付出的代价，我们只能说这在基督教
占正统地位的时期，夏洛克最后败诉受惩罚的结果是他
的“咎由自取”。

最后在第三部分莎士比亚以一种喜剧性的结尾结束了整个戏
剧故事。当公正的“法官”鲍西亚指出了夏洛克的罪行的时
候，根据威尼斯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外邦人企图用直接或
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他的财产的半数应该归受害的一
方所有，其余半数收入公库，本人的性命由公爵大人定夺”，
这时夏洛克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要受到法律严厉的惩处，
尽管公爵大人免除了他的死刑，但是根据法律要没收他的全
部财产。如果是这样的结局，对于夏洛克来说无疑是悲剧性
的，可是“公正的法官“莎士比亚在戏剧故事将近结尾的时
候又一次彰显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精神：安东尼奥在经过
一场“官司”之后似乎受到洗礼，他请求公爵免予没收夏洛
克的一半财产，只要夏洛克改信基督教并承诺女儿杰西亚拥
有财产继承权。从先前辱骂、欺凌夏洛克，到现在对企图谋
害自己性命的仇敌不计前嫌、坦然接纳，展现出的是真正意
义上仁慈、宽容的基督教精神，也体现了莎士比亚站在基督
教立场上对夏洛克的一点点“偏爱”之情，否则戏剧的结尾
就应该是判处夏洛克更坏的、被处死的结局。

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呈现对夏洛克与安
东尼奥两人这种复杂的、矛盾的态度，从中“苦心”传达一
种力图剔除偏狭的基督教思想的宗教精神，也就是一种基于
基督教又高于基督教精神的宗教思想，是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全人类的爱”和“勿以暴力抗恶”的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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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重要性的事例篇四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
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
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
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
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
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
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
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
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
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
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
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
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
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
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
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



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
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
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
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
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
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
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
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
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
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
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
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
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
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
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
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
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
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
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
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
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
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
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
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
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



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
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
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
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
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
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
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
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
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
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
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
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
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
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
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
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
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
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
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
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
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
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作者地址: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53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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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思想重要性的事例篇五

7月5日晚，文学院分党校的全体入党积极分子及相关教师举
行了第56期入党培训课程，通过冯圣兵书记以及刘高权班主
任的动员，让同学们的对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同时
对于入党和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等问题，都有了不少自己的想
法。

一、端正入党动机是争取入党的首要问题。什么是入党动机?
入党动机就是一个人要求入党的内在原因和真实目的。在现
实生活中，要求入党的同志的入党动机往往是不相同的。例
如：有些同志是为了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求入党
的；有的则认为当党员光荣，入了党个人和家庭都光彩，在
亲戚朋友面前也好看；有的是看到周围一些同志都提出了申
请，随大流而要求入党；有的认为现在政策好，自己富起来
了，为报答党的恩情要求入党；有的认为“党票”是一种政
治资本，通过入党在政治上找个靠山；也有的认为入了党，
容易受重用，提拔快，或者大学毕业后可以找个好工作；等
等。还有极少数人，要求入党是妄图到党内来改造我们党。
要求入党的同志，剖析一下自己的思想，思考一下自己究竟
是抱着什么样的动机申请入党。

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来说，端正入党动机是非常重要的。首
先，正确的动机，是正确行动的精神力量。只有树立了正确
的入党动机，才能有持久不衰的动力，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对事业的忠诚
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积极作出贡献；才能够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
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摆正党和人民的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



系，逐步培养和树立起甘愿“吃亏”、不怕“吃苦”、为人
民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够正确对待争取入党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当周围的同志比自己先入党的时候，
不会沮丧和急躁，而是加倍努力；当接受考验的时间较长时，
不会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找出不足，迎头赶上；当自
己要求入党的行动没有被正确理解，甚至受到一些人的曲解、
误会时，也能正确对待；当自己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
挫折时，也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二、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需要经过
较长时间的努力。一般说来，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一个人入党的动机是不是正确，往往同他对事业和无产阶级
政党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深刻不深刻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
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科学地阐述了上述问
题，只有认真学习这些理论，才能对上述问题有更加明确和
深刻的认识。事实也证明，一个人对事业和有了明确、深刻
的认识，他的入党动机才会端正。近几年来，许多申请入党
的积极分子加强了以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包括党的理想、
宗旨的学习，党的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学习，
党员义务和权利的学习。

党的xx大后，全党又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理论的新高潮。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入党积极分子
的思想政治觉悟，对他们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起了积极的作
用。例如，有些农民入党积极分子，在贯彻党的富民政策之
后开始富裕起来。最初他们怀着向党报恩的思想要求入党，
通过学习，逐步懂得了不仅要自己富裕，还要帮助周围的群
众共同致富，懂得了现在的努力就是为着将来实现，要为建
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常说
的把朴素的、感性的认识上升到自觉的、理性的高度。这是
树立正确入党动机的思想基础。



正确的党课是教育说是热爱社会主义，坚定信念更好的为人
民服务，为建设由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新，献身事业而奋斗终身，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
产生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经受各种考验，才能自觉接受党
政组织的培养和考察。是的，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从现
在开始就要切实地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努力践行。虽然现
在的我们微不足道，实现上述的动机显得很遥远，但是在日
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认真学习科学理论，学习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心
中坚定理想和信念。在平时关心集体，密切联系群众，积极
地在同学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如果能在
生活中做到这些，我想我们就离一名合格的党员不远了。那
时正确的入党动机就已经幻化成为一种实际行动扎根在每个
人的心底了。

通过谭老师的授课及自己的学习，使我对当初自己的动机有
了一些新的看法，思想上的转变让我欣喜。让我认清，自己
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我仅认为优秀与伟大才加入，更要努力鞭
策自己爱实践中端正它，时刻反省检查自己，争取早日成为
一名合格的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