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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转化方面存在路径依赖心理

习惯于沿用传统的方法和套路，对于红色资源开发的

创新力度不足。由于缺乏对红色资源转化和干部教育开展

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深入探索，在干部教育开展前，

没有对学员的职业、级别、学历等信息进行详细的区分和

分析，也缺乏与学员就培训需求进行事先沟通，所以部分

内容太过空洞，与新时代的干部培训思想联系不紧密，培

训存在供求失衡。因此，主管部门对新时代背景下的红色

资源的规律性转化缺乏实操能力。延安市的干部培训机构

在教学课程的设计方面普遍存在“千家一面”的现象，并

没 有 针 对 教 学 主 题 、 学 员 类 别 等 因 素 设 计 个 性 化 教 学 内

容，做到红色资源的特色开发和干部教育的有的放矢。这

使得延安市的红色资源在干部教育中的特色优势没有得到

充分体现，导致干部教育培训效果欠佳。

2、内容设计侧重宏观布局，缺乏具体性

将红色资源应用于干部教育之中，在内容转化方面存

在一定程度的重宏观、轻微观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过

于强调政治导向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而往往忽略了因材

施教和因类施教的教育方针，并没有按照学员、环境和时

间段的不同进行具体的规划设计，导致培训内容的个性化

丧失，缺乏针对性。红色资源由于种类不同，有的侧重党

风廉政教育，有的侧重党性教育，有的侧重党史教育，所

以应该针对不同的侧重点进行有选择的运用。与此同时，

干部教育须注重对学员心理分析和把握，要倡导渐进式的

培养，不能急于求成、搞“一刀切”、建立同质化的培训

模式。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合格干部不是一天或者一周

就能培养出来的，也不是靠激情教学一气呵成的。只有通

过对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才能逐渐使爱国主义、理想信

念、服务意识深入干部内心。因此，应该对干部教育进行

分阶段、分过程进行，将干部教育的宏观要求分解为自主

思考、坚定党性、清正廉洁等更加细化的微观要求，然后

逐条进行对应的培训工作。而红色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具体的教学要求分别对应不同类别的红色资

源，因此，要把干部教育搞深搞透，就要坚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原则，对红色资源分门别类地开发和转化，以推

动干部教育的个性化发展。

3、方法创新忽略实效考评

在 干 部 教 育 的 具 体 实 践 过 程 中 ， 对 于 红 色 资 源 的 运

用方式创新方面还存在只重形式而忽视实效考评的问题。

近年来，所有的干部教育培训组织均大力进行培训方法方

面的创新，在继续推进课堂教学的同时，积极采用红色体

验、场景模拟、专题研讨等全新的多样式教学方法，并在

短 期 内 收 到 了 较 好 的 成 效 。 对 于 这 些 新 型 方 法 的 综 合 运

用，让干部教育重新迸发出强劲的活力。然而，行业内目

前并没有建立起与这些创新手段相匹配的较为完善的考评

机制和成效跟踪反馈评价机制，授课老师对这些新方法、

新技术的技术要求和流程规范等要素掌握得还不够熟悉，

使得应有的效果难以完全发挥出来。另外，在教学成效的

长效性问题上，对于红色资源的利用最终要反映在具体的

教学实践中，使学员能真正感悟和领会到这些红色资源中

所 蕴 含 的 党 性 修 养 和 精 神 内 涵 。 从 而 处 理 好 “ 一 时 ” 和

“一世”、激动与行动的关系问题，让学员把一时的心潮

澎湃转化为一世的刻骨铭心的长久效果。

4、红色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同质化严重

由于延安地理环境以及当时革命的实际需要，大量红

色资源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个偏远的山区，呈现出碎片化

状态。加之当地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导致对于这些红色资

源的开发难度较高，利用率相对不足。具体情况主要有以

下几点：

第 一 ， 延 安 市 对 于 红 色 资 源 的 整 体 开 发 力 度 稍 显 不

足，部分红色资源尚处于未开发状态，难以得到有效地开

发利用。

第二，对部分价值较高的红色资源集中点缺乏统一规

划和有效整合，没有深刻体现出各类红色资源所具有的特

色优势，难以发挥资源优化利用的整体合力。

第三，部分红色资源由于年代久远，在应用于干部教

育过程中仅仅强调对其历史概况的介绍，而忽视了与社会

现实的联系，导致这些红色资源应有的价值没有充分被挖

掘出来。

依托延安红色资源抓好干部教育的对策与措施

延安红色资源对于新时代干部教育有着独特的重要作

用，所以必须进行充分挖掘，用好用活。要想充分利用好

红色资源，就必须从红色资源的课程化、建好干部教育基

地、培养“名师”以及构建信息化、智能化干部教育培训

体系和监管体系等四个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并进行统一规

划和周密部署。

（一）实现红色资源的课程化

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用于干部教育，其理念和意识均

要高于红色旅游。干部红色教育与红色旅游之间所具有的

最大差异就是要对红色资源进行课程化的处理。所以必须

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围绕干部教育的不同专题对

相关的红色资源的内容进行系统化的组织整合。红色资源

通常分散于各个革命旧址中，所以现场参观只能给学员留

下碎片化的粗浅记忆，若单纯参观革命纪念馆，是无法对

革命的整体历史有系统化的认知。单纯参观几处革命旧址

遗迹，也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深层次的联系。单纯学习延

安精神的概述，也同样无法掌握实质性的内涵。所以，必

须把这些红色资源零零散散的内容依据干部教育的专题整

合起来，这样才可以由内而外，由浅及深。二是必须将延

安市的各类红色遗址改造成干部教育的实践教学点。将红

色遗址改造为实践教学点，需要从两个层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