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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工作的重心，加强党校党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特别是干部队伍状况的新变化，反复强调要坚定党员

干部的理想信念，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干部到党校学习，必须把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

想政治水平放在首位；强调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不断加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本文从充分认识加强

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必要性，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入手，分析了当前一些地方党校教育的突出问题，

并有针对性地就完善和提高当前党校教育科学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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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education and party spirit education are the focus of the Party school work.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a long-term task. Since the 
eighteen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the party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of the ranks of cadres. He has 
repeatedly stresse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deals and beliefs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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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up for the “calcium” of the Communists. Starting from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work of Party schools and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party schools are named after the par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some local Party schools at pres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current party school education in a scientific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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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校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向来高度重视党校各项工作，重视其培养执政骨

干、增强党性修养、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加

强党的建设、更好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紧紧围绕坚持党校姓党，深刻回答了事关党校事业长

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

的重要论述，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党校姓党原则，在深化理解上下功夫，在具体落实上见成效，

更严更实地做好党校工作，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要贯穿于党校的教学全过程，不断提高党校教育科学

化水平。 

2. 深刻认识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贯穿党校教育全过程的重大意义 

2.1. 增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姓党的根本要求 

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的主业主课，也是党校的看家本领，不仅要牢牢抓住，而且要不断

突出，不仅要在课时安排上突出主课地位，而且要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主课地位。2015 年 12 月，习近平

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工作的重心必须是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

育。”2009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同志在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时强调：“要把党校姓党原则和从严治校、

从严施教、从严管理的要求贯彻到党校全部工作中、落实到具体制度上。”坚持党校姓党，就是要始终

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旗者和护旗者。坚持党校姓党，就是要坚持一切教学

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

忧党、在党为党，使党的重大理论成果、重大战略部署及时进课堂，党中央作出的决策迅速贯彻、关注

的问题深入研究、交付的任务认真完成，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无疑成为理论教

育和党性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2. 增强理论教育和党性修养是党校教学的内在要求 

党校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因党而强。整部党校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一条党校姓党的红线。随着世

情、国情、党情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党所面临的各种环境和风险的考验日益严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510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兰洋 
 

 

DOI: 10.12677/ces.2020.85102 625 创新教育研究 
 

和复杂，党能否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坚强的党性，能否实现先

进性与纯洁性的统一。进入新时代，党校逐步确立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的教

学体系。党校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主阵地，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不仅大有可

为、大有作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重要和紧迫。这既是党员干部健康成长、积极作为的客观需要，

也是党校办学找准定位、彰显特色的必然要求，更是党的建设抓住根本、永葆本色的内在需要。 

3. 党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党校教育的总体面貌焕然一新，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质量、师

资建设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不可否认在一些党校，特别是低级别党校，在多种原因叠加下仍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 

3.1. 对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重视不够 

有些党校不能深刻理解理论教育与党性教育的辩证关系，把理论教育等同于党性教育，认为开设了

政治理论课程就是加强了党性教育；有些在各种专题培训班的内容安排上，缺乏对党性教育的系统安排，

统筹兼顾不够，重视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忽视党性教育；有些地方针对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重视停

留在口头上，提要求多，制定详细规划、明确具体措施少，抓得不够实、不够有效；有些存在教育理念

保守，主动开展党性教育的动力不足，保障不力；还有的地方对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存在畏难情绪，缺乏

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改革创新意识不强，下功夫探索党性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不够[1]。对于多数学

员来说，学习业务的兴趣大于学习理论，做具体工作的劲头大于钻研理论。政治理论学习谈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学员来党校参加培训，更多的是关注个人能力或者个人修养的提升方面的课

程，多数学员没有给予政治理论教育以及党性教育以足够的重视。甚至有学员将去革命旧址等党性教育

基地参观、考察视为游山玩水，而未能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党性修养。 

3.2. 培训实效作用不明显 

1) 教学方式单一，缺乏互动。党校教师在教学方法、培训手段上创新不够，缺乏吸引力。长期以来

形成的讲授式灌输模式，仍然是党校教学的基本模式。授课形式缺乏新意，课件制作科技含量低，课堂

呆板，气氛沉闷，缺乏互动和交流。如分组讨论，大多数学员的参与性不高，变成了部分活跃学员的发

挥的舞台。这既有教师的教学手段和经验所限制，不可否认也存在学员缺乏尝试新型教学方式的勇气和

习惯。 
2) 教学内容缺乏新意。有些党校的备课和授课都是在传统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教学模

式下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就会限制于此，用理论解释理论。在理论讲授方面，则是停留在一些基本观

点介绍的多，联系实际的少；灌输多，启发少；陈旧老化的材料和观点多，新鲜材料、新观点少。教学

中重一般、轻特殊，阐述的是一般性规律，介绍的是一般性经验，从理论到理论，对于上级有关精神吃

得不透，对本地市情、区情了解不深，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把握不够，内容缺少前沿性、实用

性和理论性，学员感到理论联系实际不够，游离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

很难引起共鸣。 
3) 师资力量薄厚不均。有些党校师资力量雄厚，多次获得全国党校精品课奖励，但是更多的党校的

师资力量相对匮乏，能讲出精品课程的老师偏少。年轻教师的素质高，经验少，短时间内无法成为党校

教学的骨干力量。同时，上级党校对下级党校教师的业务指导和培训也在一定程度存在短板，使低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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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成长较慢。此外，党校教师的调研机会较少，对基层情况缺乏了解，在教学过

程中容易出现纸上谈兵、与实践脱节。 

3.3. 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 

1) 教学质量评估机制不完善。党校的教学培训，特别是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要目的旨在改造学

员的主观世界，提升其思想境界。有些地方针对教学效果并没有客观、具体的授课评价，无法准确地对

教师教学效果进行客观、量化的评定。学员到党校学习，主要的任务就是听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

课的效果如何确实能够反映教学质量的高低。但是，评课只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并不能反映教学的全

过程，缺乏对全部教学环节评估的机制，一定程度仍沿用一个单一的尺度和标准来量化本身比较复杂的

教学活动的现象；评估方法比较简单，评估标准不是十分明确，评估的内容往往侧重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师礼仪等，而忽略教学准备工作和教学效果的评估，评估结果存在提升科学性的空间。 
2) 学员听课效果考核有待改进。教师在通常会给学员安排思考题，班主任有时也会布置研讨任务等。

但是有些学员在党校培训“脱岗不脱责”，很多精力都被单位的事务性工作所牵扯，一定程度影响了听

课效果。可见，单纯的学习任务安排，并不能做到对学员听课效果的考核验收。这直接导致了一小部分

学员的个别现象：中青年干部心浮气躁，不安心学习；年纪偏大的干部把上党校作为“放松、休息”的

机会，不认真学习；部分干部把党校学习作为交朋友、拉关系的场所，没心思学习。这些不正之风虽然

只是个别情况，但严重影响党校的培训效果，损害干部和党校形象[2]。 

4.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党校教育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学首要任务 

就党校事业而言，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的主业；就党校课程而言，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

教育是党校的主课。党校承担着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强化理论教育和

党性教育的主业主课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元为纲，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

为党校教学的首要任务，科学规范各班次学制，搞好各班次教学模块的设计、教学时间的统筹、教学内

容的安排，形成科学的主业主课体系，把党校建设成为提升理论素养的“加油站”、加强党性锻炼的“大

熔炉”和“固根守魂”的精神家园。 
1) 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加大经典理论教学单元的分量，寓党性教育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的理

论学习之中，使学员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能

力。重点设立“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教学单元，按照概论和分论进行区分，

突出“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专题教育，拓展学习广度，加大研究力度，增强阐释深度，推动

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 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引导干部切实把牢“总开关”。干部到党校学习，必须把坚

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放在首位。开设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等

课程，解决好学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3) 突出“四史”教育，引导干部知党、爱党、护党、兴党。通过党史国史，使学员深刻了解党走过

的艰难历程，熟悉党的优良传统，汲取成长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增强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和感情认同，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

神家园。 
4) 突出党章和党规纪教育。加强党章这一党的根本大法教育，引导干部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党章

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加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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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精神的学习贯彻，全面把握其基本要义，确立自律“高线”，划清纪律“底线”，

紧握纪律戒尺，强化责任担当，使廉洁自律意识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党委会的工作方

法》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4.2.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培训实效性 

4.2.1.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一要“苦练教学内功”。党校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必须姓党。中国共

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校教师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必须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3]。对其中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烂熟于胸，这是开展一切教学活动的基础。 
二要“扎牢纪律藩篱”。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党校有着政治机关和学校的双重属性。党校教师是党

员干部的教师，不但要言传党的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而且要身教党员的行为规范、合格党员的标

准，打造合格党员的典范。从这个角度看，党校教师应该比一般党员干部要求更为严格，在学习、生活、

工作中，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党校教师自身必须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更出色，这样才能

真正为人师表。在讲台上要注意自己的授课内容和表达方式，真正做到“学术讨论无禁区，讲坛讲台有

纪律”。这是开展一切教学活动的边界。 

4.2.2. 提高党校教育实效性和多样性 
以灌输为特征的讲授式传统教学方法，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改进和完

善，让其更适应、更适合教学发展需要。比如，在开展经典原著教学时，虽是讲授式，但不照本宣科，

只突出篇目中的重要章节、重要段落，特别是注重对经典段落、经典语句的导读，让学员既易理解，又

好把握原著的思想要义。在每堂课讲授完后，留下时间由学员提问、老师答疑。此外，也可以积极探索

其他授课形式。 
开发党性教育案例分析课。深刻剖析反面典型违纪违法的成因和轨迹，使干部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

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真正增强党纪法纪观念，防微杜渐、拒腐防变。通过启发教育、案例分析、课

堂研讨等教学形式，突出教学双向交流和学员独立思考，充分调动学员参与积极性，提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利用体验式教学新模式，提升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发挥好现有教学点作用，

坚持把实境课堂作为重要平台，积极探索实境课堂教学新模式，要改进体验式教学课程设计，在学员参

观、讲解员讲解后，增加教师对体验式教学中涉及的案例进行理论提升、学理概括；增加教师与学员互

动，激发学员理论思考，从而使学员把体验、感知转化为理论思考、理性思维，让学员既有感动、激动

和震撼，又有深层的理论反思和人生感悟，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 
继续搞好党性分析等党组织生活。确立好主要班次党性分析主题，继续开好党性分析动员会、党性

分析材料撰写培训会，继续坚持在个人撰写党性分析报告基础上，党小组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班级召

开党性分析论坛进行党性分析。使学员在严肃认真的党性分析活动中，加深对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理解

和认识，增强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激发学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3. 完善教学管理机制 

4.3.1. 制定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 
教学质量评估是对教学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对教学活动表现形态的评估，它既是评价教学水平的核

心，又是对整体教学水平评价的基础。具体地说，就是依据教学目标和标准，在系统地、科学地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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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集和分析教学信息的基础上，对教学质量做出的判断。开展教学质量评估，是为了获得综合、全面

的反馈信息，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及水平及时进行客观、全面的掌握，以便于及时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

学效果。教学质量评估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评估中要对不同的评估对象从不同层

次、角度进行综合全面评估。客观评估党校教师的教学质量，不仅要依据学员打出的分数，还要评估教

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以及自身的素质和能力[4]。 
党校教学的效果，无法通过考试成绩来体现，它具有一种隐性和远期效应。由于只有学员打分评估

这一种标准，操作比较容易。学员评课打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估。首先是评价指标是否科学合理。

评价指标应体现党校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党校讲课的特殊要求，比如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学术框架与科

研含量，强调理论与现实相互照应，为学员提供国际视野和历史参照，注重讲课艺术等等。否则，一旦

评估指标设计有失偏颇，学员就会被误导，即便打分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教学效果。其次是具体的分数。

评估时不只看学员打了多少分，重点看每学期或者每学年学员打分有什么变化，分数是在逐年上升，还

是保持了相对稳定，或是有所下滑。这样纵向来看，动态来看，就容易观察出教学效果的变化趋势，进

而作出判断比较。 

4.3.2. 强化学员管理 
一是强化纪律意识，提高从严管理要求。要执行学员管理各项规定，强化学习纪律、课堂纪律、考

试纪律、请销假纪律约束，对到党校学习培训的领导干部以普通学员的身份进行严格的管理，坚决抵制

请客送礼、经营人脉等不正之风，确保廉政纪律落到实处。 
二是强化党性意识，提高党性教育实效。要把学员入学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一课，提高学员对

党性教育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坚持把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并且贯穿于学员管理的全过程。发挥理论

教学的党性教育功能，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把党性锻炼融于理论教学、研讨交流、社会考察、现

场教学等管理之中，实现党性教育与理论教育的有机统一。 
三是强化管理意识，提高学员管理水平。要建立学员考核管理办法，对学员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作

出综合鉴定。要建立实行严守学员纪律承诺、定期开展活动和学员回访等制度，形成学员管理长效机制。 
新时代，党校教育要以研究干部成长规律为先导，以探索党校教育规律为根本，深化党校教育改革，

推进教学科研创新。要以理论教育、党性教育为主，不断提高党校教育科学化的水平，为培养一支忠诚

于党和人民事业、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胡丹丹. 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基层党校教学有效性[J]. 才智, 2016(9): 31. 

[2] 徐元旦. 提升中青年干部党性教育科学化水平的思考[J].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11(3): 46-48. 

[3] 薛勇民. 新时代党校教师应加强教学反思[N]. 山西党校报, 2020-09-15(002). 

[4] 王慧晶. 党校干部培训中教学质量评估研究[J]. 祖国, 2017(13): 15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5102

	关于提高党校教育科学化水平的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On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Party School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深刻认识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贯穿党校教育全过程的重大意义
	2.1. 增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党校姓党的根本要求
	2.2. 增强理论教育和党性修养是党校教学的内在要求

	3. 党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3.1. 对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重视不够
	3.2. 培训实效作用不明显
	3.3. 教育管理机制不健全

	4.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党校教育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把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学首要任务
	4.2. 创新教学方式，增强培训实效性
	4.2.1.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4.2.2. 提高党校教育实效性和多样性

	4.3. 完善教学管理机制
	4.3.1. 制定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
	4.3.2. 强化学员管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