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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 缺 乏 力 度 ， 不 能 形 成 推 动 教 学 改 革 创 新 的 良 好 氛

围。三是“指导督察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基层党校

缺少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指导督察机制，指导督察浮在

面上、没有一杆子插到底，“走深走实”做得还不够，

不解决实际问题。

3、学习路径的缺失

基 层 党 员 干 部 是 基 层 党 校 教 育 的 对 象 ， 是 教 学 活

动的主体，是教学改革效果的最终体现。目前，部分基

层党员干部对党校学习认识不到位，在学习过程中仍然

面临“形而上学的三道关口”。一是“孤立”地学。即

在学习过程中，脱离改造固有思想，脱离了个人职责，

脱离了本职工作，存在学用脱节、学用“两张皮”的现

象，具体表现为将在党校学习当成额外工作。二是“静

止”地学。即就学习内容学，不能在党校学习中总结经

验，指导现实，把握未来。三是“片面”地学，即把看

过了、了解了当成学会了、学好了，课堂教什么就学什

么，不能融会贯通整个培训体系的学习内容，不能提升

思维格局、理论水平。

基层党校教学改革创新路径不畅的原因分析

基 层 党 校 教 学 改 革 创 新 路 径 之 所 以 出 现 不 畅 的

局 面 ，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忽 略 了 党 的 思 想 路 线 与 群 众 路 线

的 统 一 ， 缺 失 了 组 织 与 制 度 的 保 证 ， 割 裂 了 “ 教 ” 与

“学”、“知”与“行”的统一。

1、忽略了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党 的 思 想 路 线 与 群 众 路 线 是 辩 证 统 一 、 相 辅 相 成

的，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要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具体到基层党校教学，为什么会出现“学”的

套化、虚化、老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活动的组织

者、实施者忽略了党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相统一。一

方面，实事求是不足，对党校基层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

认识把握不够深刻，对教学规律缺少理论研究，大多依

赖自身的工作经验，当时代背景、教育要求、学员需求

发生变化时，就容易陷于经验误区，出现脱离实际，不

按规律搞教学的情况；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不扎实，向

基层党员干部虚心学习的动力不足，对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客体的需求关注少，深入基层、深入干部的调查研究

少，从而造成在日常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中不能做到

有的放矢，难以满足教育客体的内在需求。

2、忽视了组织与制度的保障

基层党校忽视对教学改革创新的组织与制度保障，

根源在于对待教学改革创新的思想态度不积极，业务不

专业，行动没力度。首先，从基层党委层面来看，部分

地方对党管党校、党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认识程度不够，

有些地方党委班子成员没有落实带头给学员上党课，没

有发挥好示范作用。甚至有的地方认为党校是边边角角

的部门，在同级配备的部门单位中处于非核心地位。由

于上级不够重视，有的基层党校甘当“养老机构”、乐

当“甩手掌柜”，自身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强，工作

状态不佳。其次，部分基层党校对于任何推动教学改革

创新不专业，没思路。有的地方教研室设置不合理，导

致科学化、专业化不强；有的地方人才引进、师资聘用

及职称评审晋升上没有相关制度或者制度不合理，不能

引进学科带头人才，也不能激发已有教师教学改革创新

的内在动力。最后，制定落实教学改革创新方案行动不

力。有的基层党校不注重向其他好的单位学习，闭门造

车，不取他山之玉。有的基层党校虽然有相关的教学改

革 政 策 方 案 ， 但 是 没 有 真 正 将 好 的 政 策 运 用 到 实 践 当

中，没有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

3、割裂了“教”与“学”、“知”与“行”的统一

基 层 党 校 教 学 改 革 的 目 的 在 于 实 现 教 师 的 “ 教 ”

与学员的“学”统一起来，实现学员的课堂上“知”与

工 作 中 “ 行 ” 的 统 一 。 当 前 基 层 党 校 教 学 改 革 学 习 路

径 的 阻 塞 ， 究 其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没 有 深 刻 地 认 识 “ 教 ”

与 “ 学 ” 、 “ 知 ” 与 “ 行 ” 的 矛 盾 关 系 。 在 “ 教 ” 与

“学”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就要求教学改革应该围绕学员的“学”展开，教师应

该按照党校教学规律，精心设计上课内容，采用合理的

方式，实现自己的教学目的。同时，相关的教学管理部

门应该充分发挥管理和保障作用。在思想上要树立教学

第 一 位 的 管 理 理 念 ， 在 行 动 上 要 严 格 执 行 学 员 管 理 规

定，保证学员按照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在物质上要提供

学员的生活各种所需，保证学员安心学习。在“知”与

“行”的对立统一中，“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知”

源于“行”，并通过指导“行”的方式，落脚到“行”，

最终实现知行合一。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例，中国共产党人

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指导，践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

人民谋幸福，做到了知行合一，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支

持。这一条基本经验，为我们开展教学改革创新提供了根

本的遵循。因此，基层党校教学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

志就在于受训学员是否真正用“知”来指导“行”。

推进基层党校教学改革创新路径的主要举措

时代不断发展要求基层党校必须跟上步伐，不断推

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基层党员干部成长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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