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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目前高校的党校课程体系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从其缺陷和不足之处入手，从创新课程内容、注重实践育人、强化师资力量、优化

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党校课程体系建设新模式。 

关键词：高校党校；课程体系；探索 

 
一、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党校课程建设的意义 
十九大召开后，学习宣传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高校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宗旨使命、尤其是在大学生中
培养更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高校党建的重要工作内容，科学
构建高校党校课程体系也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1]它不仅
是大学生党员发展的必经程序和必备条件，也是高校党委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其成效直接关系到能否为党的事业注入
新的活力，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提升党校思想政治工作水
平。 

二、高校党校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1.课程内容方面 
目前高校党校教育培训在内容上比较陈旧且注重理论灌输。

当前针对高校党校的党课教材并不十分普遍，部分高校甚至没有
党校课程的教材，即使有教材内容上也主要涉及党的性质、宗旨、
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很少有具体鲜活的被大学
生所接受和感兴趣的案例，没有充分与学生关注的热点知识相结
合，没有充分考虑到青年学生的需求和思想特点，课堂缺乏趣味
性，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教学形式方面 
传统的高校党校多采取"一言堂”式的授课方式，单向灌输

居多，以专题讲座为主，缺少与学员的互动交流，青年学生的参
与度和互动性欠缺，教学模式比较单一、缺乏吸引力与感染力。
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的这种 "静态化”、"填鸭式”、"
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使得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主
动性得不到发挥。 

3.师资力量方面 
大多数高校党课的授课教师集中在学校党政领导、各院系教

授，校外领导专家这几类人中。从党课教育的供给侧来说授课教
师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使得党课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兼职教师对党课教学内容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党课教学的内容整
体掌握不到位，在科研上下功夫不够深入，潜心研究的人员较少，
进而会出现对党课的整体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不到位的情况。 

三、探索高校党校课程体系创新模式 
1.更新党校培训课程体系，创新课程内容 
尽快建立党课教学大纲、构建党课课程科学体系是完善党校

课程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在此过程中要避免"两个脱离”，一
是避免课堂脱离社会。要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引入课堂，使党课
紧紧围绕时代脉搏，让课堂与社会热点问题连接。二是避免党课
内容脱离学生群体的需求。要重视党课内容与青年学生思想特
点、实际生活相联系，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即考虑大学生
党员的心理特点、年龄特征以及学习规律等，将课堂内容渗入学
生生活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采取学习典型事迹案例、围绕主题讨论等
方式，使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增加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加强师生互动，把党课上"活”，改变党课以往"严肃有余、活泼

不足”的印象。另外，党课课程设置有必要开辟稳定的党课教育
学习实践基地，便于组织高校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进行锤炼党性
等教育实践活动，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对党的宗旨和使命
的认识，增强党课教育的实效性， 

2.注重党校课程教学方式多样性与时效性 
教学方式是党课教师完成党课教学任务的途径，是关乎党课

教学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结合现代培训教育的一些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要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创新教学方式，综合运用多元化
的教学方式方法来保证教育培训质量，要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给
党课课堂注入新的活力。一是探寻各种形式的教学方式 ,引入多
媒体教学、案例式教学、情景式教学、启发讨论式教学等创新的
教学方法[2] ,开启师生互动模式,增强学员主动学习、独立思考 、
综合研判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科学设置教学环节 ,采用理论
讲授 、课堂讨论 、影像观看、投身实践等方式 ,保证教学形式的
灵活多样,使教学内容更易于被学员接纳认可 。三是构建党校网
校教育平台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弥补课堂教学的局限, 使网
络成为理论学习的又一阵地。 

3.强化党校师资力量，组建优秀师资队伍 
教学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师资力量。为确保党

校教育培训质量，要组建一支政治可靠、业务超群、结构合理的
专兼职教师队伍，利用高校丰富的师资力量，建立党校师资库。
在党校教师的遴选上，要特别注意把长期在一线从事党务工作，
具有丰富的基层党建工作经验的党务干部吸收进来，要采用"请
进来”、“一课一聘”的方式聘请邀请各级领导干部和校外专家
来校讲学授课。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为教师开展专
题培训，提高党校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二是实行优胜劣
汰制的动态管理。明确遴选条件，畅通出入渠道，使党校教师整
体素质长期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三是开展学生评教活动，创建
竞争机制，激发教师们比、学、赶、超的活力。 

4.优化高校党校课程评估体系 
考试成绩并不能全面准确地体现学员在学习中的收益，党课

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教育考核，党课的教育考核不仅仅是对这
一阶段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同时也是对教师的教学成果的一种
评估，还是推进党课内容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要构建一套
科学合理的全方位立体考核评估模式，从多维度多方面考察学员,
得出一个综合并相对客观的评价结果。通过对学员出勤率、日常
表现的考察了解学员对学习的重视程度和认可态度；通过考试成
绩、结业论文和社会实践了解学员对知识掌握的情况，从而全面
综合地衡量学员的教育培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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