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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和理论研究成果，可能降低了教师的积极性和

教学质量。

3、教师与实际工作脱节：基层党校的教师大部分主

要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实践操作和教学技能

的培养，无法及时了解和理解基层党员干部的实际需求

和问题。这可能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脱节，影响教

学效果和实用性。

4、缺乏教师交流和合作机制：基层党校缺乏教师交

流和合作的机制，教师之间的互动和学习机会有限。这

可能导致教师在教学设计、教材资源等方面无法充分借

鉴和分享经验，限制了教学的创新和提升。

5、教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学，但由于基层党校人

员少、行政任务重，教师岗位与行政岗位往往“专兼结

合”，党校教师成为了行政工作中的主力。大部分基层

党校教师既肩负教学任务又承担行政、撰写各类公文，处

理行政事务挤占了教学备课时间。基层党校教师具有“万

金油”的功能，不专导致不精、不精导致专业理论功底和

实践经验薄弱等问题，影响党员干部培训的质量。

（二）缺乏实践的经验

基层党校的教师虽工作在基层，但出去调研的机会

很少，缺乏实践的经验，很难以课堂传授为渠道达到理

论与实践的统一。

首先，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检验和丰富源泉。缺乏实

践经验的教师可能无法深入了解和把握基层工作的具体

情况和问题，无法真实感受和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

和困难，从而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这可

能导致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案例和操作指导，

使学员难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其次，缺乏实

践经验可能限制了教师对新兴事物和趋势的了解和把握。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层出

不穷，基层党校教师如缺乏实践经验和及时的调研，可

能无法把握和理解这些新兴事物的本质和背后的变化规

律，从而在教学中无法提供最前沿、最新颖的知识。

（三）科研方向打“游击战”

基层党校的教师通常需要承担丰富的教学任务和组

织工作，时间相对有限。因此，他们对科研方面投入精

力不够，往往难以专注于深入的科研工作，导致科研作

用发挥不突出。相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他们

在科研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另外，基层党校

的教师一般没有稳定的科研主攻方向，往往是遇上什么

问题就写什么样的论文，学术研究打“游击战”。与大

学和研究机构相比，基层党校的科研经费、设备和图书

馆资源等都相对有限。这使得开展一些复杂和高投入的

科研项目变得困难，限制了科研的发展和深入。

（四）激励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基层党校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在鼓励引导方面存

在不足，不能充分调动教师科研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激励机制不够多样化：当前，基层党校的激励机

制相对单一。主要以薪酬福利为主，忽视了其他形式的

激励方式，如晋升机会、岗位培训、学术交流、科研项

目支持等等。因此，需要建立更为多元化、全面的激励

机制，以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激励奖励的灵活性不足：目前，基层党校的激励

奖励机制在设置上可能相对僵化。一些奖励项目和标准

相对固定，难以灵活地根据个人特长和贡献做出调整。

因此，需要更加灵活地设计激励奖励机制，充分考虑个

体差异和不同贡献的特点，体现公平和公正。

推进基层党校“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路径探索

（一）优化专职教师队伍

让 基 层 党 校 教 师 成 为 真 正 的 “ 专 职 教 师 ” ， 术 业

有专攻，增强专业素养和能力，有更多的时间来打磨课

程，提高教学质量。

1、制定合理的教师招聘计划：根据党校的发展需求

和学科结构，制定合理的教师招聘计划，引进具有相关专

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人才，增加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2、完善教师培训机制：完善教师培训机制，提供长

期、持续的、专业的培训机会，包括教学方法、课程设

计等方面的培训，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

为教师提供尽可能多的外出学习和培训的机会，通过外

出学习和交流，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和授课水平，更好地

服务于培训工作。

3、建立教师交流和合作平台：建立教师交流和合作

平台，促进教师之间的互动和学习，共同研究和分享教

学经验和教材资源，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

4、把专职教师和行政工作分开。将专职教师从行

政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教学工作。一方

面，专职教师通过深入研究、教学实践和学术交流等方

式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为学员提供更

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专职教师将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备课、讲课和评

估学员的学习情况，还可以根据学员的实际需求和学习进

度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员的学习成果。 

（二）深入基层走访调研

乘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大调研力度“带着

问题下基层，深入实际搞研究”。着重突出本地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