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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匹配对应的培训专题。各个教学点都应该有

与之相匹配的培训专题、目标和特色内容。由于各个教学

点的情况不同，所以每个教学点也应该具备差异化的培训

专题、目标和特色内容。教育专题与教学点之间的匹配并

没有严格的规定，一个教学点可以有多个专题，而同一个

专题也可以存在于多个教学点中。

其次，预先合理规划培训流程。因为各个教学点的分

布远近不一，所以现场培训的流动性较大，要频繁更换教

学场地，所以要受到交通、时间、天气、周边环境以及教

学点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必须预先对各个

教学点的培训流程提前进行详细规划，为现场教学做好长

效保障。

（二）建好干部教育基地

将各类红色遗迹、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建设成干部教

育基地，是一种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干部教育资源的重要形

式，也是干部教育课堂的外延式拓展。所以，应该集中力

量推进干部教育实践培训基地建设。将红色资源的聚集点

改建为培训基地，尤其是要注重因地制宜，认真做好各个

培训基地主打专题的设计和宣传工作。比如，四八烈士陵

园、谢子长英雄纪念馆等类型的干部教育基地，应该以大

无畏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为教学主题。而枣园革命旧址、杨

家岭革命旧址这类教育基地，就应该以党史党建和根据地

建设等为教学主题。

要 重 点 解 决 部 分 干 部 教 育 基 地 宣 传 展 陈 样 式 陈 旧 、

布局散乱等问题，并综合运用图片、文物、表格、画卷、

塑像等形式，利用现代技术使这些展陈“动起来”“活起

来”，以此提高基地的教育水平和感染力。与此同时，还

要通过现代化的市场理念来改善干部教育基地的运营管理

水平，坚持市场导向，实现教育基地的科学化、人性化、

制度化运行。

（三）着力培养教学名师

做 好 红 色 资 源 的 研 究 开 发 与 转 化 必 须 要 有 一 批 优 秀

的教学名师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利用。换言之，要科学设

计红色课程，认真打造红色课堂，需要有一批能够熟练利

用红色文献、红色史籍、红色故事进行干部培训的研究人

才。所以，必须在系统调查和分析当前红色资源研究需求

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等理论教育专

业师资队伍单薄、尤其是优质师资严重缺失的困境，集中

力 量 培 养 红 色 资 源 开 发 转 化 和 干 部 教 育 领 域 的 优 秀 “ 名

师”。培养优质师资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持续推进的庞

大工程。

首先，要完善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教师的选

聘、培训和考核评价机制，并通过一系列的分组讨论、合

作备课、专业培训等手段，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学术能力

过硬、热爱教育的高水平干部教育师资队伍。

其次，必须加强对兼职师资队伍的建设，广泛吸纳全

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大力聘请行业内的知名学者、榜样典

型、模范领导干部为学员们授课或者作报告，从而进一步

充实干部教育师资库。

（四）构建信息化、智能化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监管

体系

由于延安市的红色资源储量丰富，内容涵盖不同历史

阶段的不同题材，所以就必须对这些红色资源进行统一的

规划与科学的开发利用，设计差异化的教学模式，并借助

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构建信息化、智能化的

培训和监管体系。

第一，在同一个教育主题中，要根据实际内容分别设

计不同类型的课程，并综合运用课堂教学、现场体验、专

题报告等各种教育手段。这样不但可以将所有涉及同一个

主题的内容尽数添加进课程当中，有效解决主题不明、内

容混乱的问题，并且可以充分满足学员们多元化的学习需

求。

第二，要全面推动红色资源开发、干部教育与网络技

术三者之间有机融合。通过建设开放式线上备课系统，以

实现网络教学资源共享。借鉴党员小书包、党建云平台等

网络学习平台的设计经验，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线上教学

平台，促进干部教育的信息化建设。将VR技术运用到教学

当中，以生动形象的虚拟技术让学员仿佛身临其境，提高

学员们的体验感和参与感。

第三，成立红色资源开发委员会，对于红色资源的开

发和转化进行专门的负责和管理。同时，重要历史事件以

及相关课程开发必须由陕西省委组织部统一设计教材，并

对教师的讲课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考核，避免教学乱象

的发生。要建立覆盖整个教学流程的网络教学质量监督和

考评机制，建立干部教育行业失信机构黑名单，对一些考

核结果较差、管理失范的机构、组织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以实现对于红色资源利用和干部教育的规范化管理。

延安的红色资源承载着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支撑，所以要提高干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需

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深入挖掘和转化延安的红色资源，

不 断 提 炼 出 新 的 教 学 内 容 为 干 部 教 育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 因

此，依托延安先天的红色资源优势，并进行有效的开发和

管理，有利于打造和巩固全国性的干部培训品牌，强化干

部教育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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