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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党员教育工作的“三维透视”与创新策略研究 
范晓峰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城  010070） 

摘要：高职院校是我国应用型人才体系建设的重点院校，完善人才培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坚持党性引导，全面发挥党
员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做好党员教育工作。从目前高职院校党员教育管理的实际看，由于缺乏系统化、科
学化的优化机制，相关工作供需失衡、流于形式的现象十分突出。本文基于目前党员教育工作的现状，进行“三维透视”，提出合理
的创新策略，对于提升党员教育工作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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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key colle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system 

in China. To improve talent training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e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 spirit guidance，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nguard and exemplary role of party members，keep pace with The Times，explore and innovate，
and do a good job in party member education. From the actual view of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arty memb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optimization mechanism，the phenomenon of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related work is ver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ty member 

education，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innov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party memb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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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的不断扩大，高职院校的全方位复合

型人才培养工作逐渐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对于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工作以及学生培养工作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建立完善的党员教
育工作体系，通过党建引领，提升整体竞争力。通过“目标导向，
三维集成”，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化繁为简，落实立德树人的历史任
务，激发高职院校基层工作的积极性。 

一、基于现状描述的高职院校党员教育工作“三维透视” 
（一）党建维度：固化形式主义与市场导向需求的失衡 
党建是党员教育工作开展的组织支撑，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由

于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特殊性，党员工作的任务
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党员教育管理当中，需要积极的结合学校工
作的实际、市场需求以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制定出合理的策略。但
是从目前的高职院校党员教育工作中的党建实际看，仍然存在较为
突出的固化形式主义问题，使得相关工作的开展缺乏系统化、科学
化，无法充分的发挥党员的带动作用，保证市场人才供给。具体表
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党建工作的开展主要依赖于学校的党支部，具
体的党建内容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党建模式千篇一律，
包括：三会一课、党员活动日、红色教育等。在党建工作的开展中，
党员无法满足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影响了
工作积极性；二是党建工作的开展缺乏具体的执行细节，较多的内
容仅为形式上的存在，党员缺乏对于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知。比如”
学习强国”的理论学习，仅仅为了获得积分，能够更好的完成评优，
对于具体的内容，不求甚解，甚至有的党员出现“挂课”的情况；
三是党建工作的内容陈旧，缺乏实践性，也缺乏高职院校的特色，
导致很多的党员学习积极性较低。 

（二）管理维度：多元需求与垂直约束体系的内在矛盾 
党员教育工作的核心是管理，管理内容不仅包括对于人员的管

理，还包括学习管理、行为管理、道德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
对高职院校教师党员以及学生党员的调查，87.25%的党员希望能够
从多方面，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系统，构建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多元
体系；24.67%的党员对现有的垂直约束机制表示“不满意”；39.81%
的党员表示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管理方法不利于自己
的工作积极性，无法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步入新时代，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此同时，
党员教育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能够以基层党员为核心，充分的满

足他们对于道德需求、学习需求、教育需求的基本要求，但是从目
前看，显然无法满足。此外，较多的高职院校在党员教育管理当中，
仍然采取的是垂直管理模式，党支部书记负责一切党建工作，高职
院校行政部门以及后勤管理部门的作用无法发挥，这种强约束机制，
容易导致党员教育工作“不接地气”，人浮于事。 

（三）学习维度：培训主导与实践性要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失 
高职院校工作的核心是实践，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党建工作，

都需要最大限度的保证相关人员能够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
在实践中提升对于高职教育工作的认识，明确责任，不断学习。从
目前高职院校的党员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看，在学习方面，主要采用
的是培训与活动相结合的形式，但是活动仅仅局限于参观学习活动，
部分高职院校会定期组织旅游活动。无论是培训还是学习活动，都
较为粗糙，缺乏精细化的流程梳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党员教育
工作培训一般分为岗位培训、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培训和技能培训等，
但是多数情况下是进行党风党纪等方面的培训，这类培训虽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员起到约束作用，但是却无法帮助党员树立自觉
意识，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基于“三维透视”高职院校党员教育工作创新策略 
（一）构筑市场导向需求的党建融合赋能发展机制 
1、提升基层党组织影响力水平，推动党员管理的持续化 
党建工作是党员教育工作开展的基石，针对目前我国高职院校

党建工作与市场党性之间的供需失衡问题，需要从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影响力入手，进行改革，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党员管理的持续化。 

高职院校需要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高职党建的要求，构建“一支部一特色、一总支一品牌”的基层党
建模式，依托“党建+文明校园创建/平安校园创建、总支+校企合作
/创新创业、支部+志愿服务/结对共建、党员+大学生导师/社团导师”
等业务形态，使党员可以以党组织为基础，参与到工作当中，打造
个性鲜明的基层党建特色品牌。坚持把党员教育业务工作的热点难
点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推动党建工作与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教师
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等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促进”。 

2、结合区域特色，完善党建互动机制 
高职院校党建工作的开展，需要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党组织创

新建设。高职院校的党支部可以通过与本地区的博物馆、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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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学研基地等紧密的联系，将不同的资源，引入到党员教育当
中，保证党建工作的新奇性、特色化，引导党员对于本土文化有充
分的认知。通过与本土化党建资源的互动衔接，保证党建工作能够
最大限度的“接地气”，引导党员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
性，将党建理论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提升党
建的影响力，推动党建工作的持续化发展。 

3、筑牢阵地，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学校党委和各基层党组织可以依托“中心组、培训班、宣讲队

伍”三种载体，强化“理论学习、专题培训、宣传宣讲””三项举措，
引导党员群体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构建 5+学习教育生态矩阵，紧密结
合“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政治学习会、宣讲队伍等载体，引导党员干部、
师生员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组建宣讲团，开展宣传宣讲，举办领导班子党史专题
读书班和党史专题培训班、专题讲座等，提升党建品牌的影响力。 

（二）构筑主次分明的系统性管理机制 
1、实施“党委主体+机制”，全面发挥党委管理核心作用 
对于高职院校的发展以及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开展而言，党委

是最为重要的部门，为了推动党员管理的有效性，同时增加灵活性，
必须要对现有的党委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可以实施“党委主体+机制”
的形式，简政放权，对党员教育进行有序规划。 

一是既坚持“三个到位”，即坚持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理
论学习和政治把关到位、党群互动和队伍建设到位。具体工作为认
真落实学校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认真落实党员活动的主体
责任；坚持培养“三个意识”：注重增强党员师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着力激发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责任意识、多举措增强师生党员的主
体带头意识。 

2、实施“支部堡垒+特色”，建立层次化的党员教育管理形态 
为了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创新理想信念教育，

落实各支部认领党员党性引导重点工作，建立“支部堡垒+特色”，
强化责任传递机制，由各级基层党组织，承担党员思想的先导、实
践的指导、责任的引导“三导”任务。并且对标准建立党员分类管
理模式，把师生党员分为四个类型，包括：内涵型、外延型、基础
型、拓展型。根据党员特征，分类管理，树立党员管理“风向标”：
对在职教职工管理服务类党员要求“窗口式”管理、对在职教职工
教学科研类党员要求“骨干式”管理、对在读学生党员要求“传帮
带”式管理、对组织 关系保留在校的毕业生要求“连线式”管理。 

（三）强化党员培训与社会实践工作 
1、创新培训形式，扩大参训范围 
针对高职院校党员教育工作，结合时代发展的特色，各大高职

院校可以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网络优势，利用智慧党建平台视频会议
系统，采取“主会场+分会场”的形式，在学校层面设置主会场，学
院层面设分会场，形成多点辐射效应，解决党员培训参训人员难集
中、时间难统一的问题。构建专业的党建 APP，开设网上直播通道，
对党员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工作进行定期总结，开展全程直播，
引导基层党员参与学习。与其他学校、组织以及社会机构开展联动
培训，进一步拓宽参训人员范围。通过“主分会场+云端培训：的方
式，打造网络互动共享课堂，实现培训指尖学、课堂随身听，最大
程度覆盖基层党员。 

2、创新课程内容，突出实用实效 
围绕当前高职院校教育工作改革以及党员个性化发展的重点工

作，在了解党员干部学习意愿、实际需要以及各个部门基层工作要
点的基础上，创新设置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鼓励学校领导干部上
讲台，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定期讲解学校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学
生管理、教学管理等内容，增强课程专业实用性。同时利用融媒体、
抖音等直播平台等开展灵活多样的视频竞赛活动，将直播课程上传
发布，实现“课程随身、马上就学”，立足党员自身发展、基层党建
管理战略实施等重点任务，统筹协调行政、人力资源和后勤等部门，
在“随身听”学习栏目中制作职业技术服务服务、人才培养等专业
课，由专家结合教育工作实际授课，增强课程实用价值。 

3、双向交流研讨，促进资源共享 

转变传统上“你讲我听”以讲师为中心的培训方式，强调党员
之间的交流互动，协同提升。围绕“党员教育”主题，引导党员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分小组相互交流分享经验，既能充分发挥流动党
委资源推介作用，又能提升教育工作对在党员的吸引力度，在学有
所获的同时，达到资源共享、各取所需的效果。同时，强化培训跟
踪机制，结合主题党日活动，依托“随身听”模块以及新媒体等载
体，由学校组织开展舆情大讨论等活动，带领基层党员围绕培训内
容和自身工作谈体会、谈打算，确保培训入脑入心有实效。结合建
党节、国庆节等关键时间点和学校实际，重点组织实施党员教育活
动，全面提升党员队伍素质能力。 

4、建立层次结构，进行分类推进 
第一，建好“1”个基地，统筹学校所在区域的政治生活馆、政

治体验中心以及主会议室等现有的阵地资源，联合当地政府，在原
有基础上对硬件设施改造提升，充分考虑高职院校基层党员培训的
重点内容、班次规模和亮点特色，突出以用为本，注重实用实效。 

第二，推出“2”套课程，按照理论政策、党性锻炼、实践能力
三大模块，以“党性教育理论+专业技术提升”为课程主题，开发建
设具有本土特点特色的课程体系。在党性教育理论体系，突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业主课地位，建立以理论教育和
形势政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在专业技术提升体
系，突出学习先进典型和成功案例，结合各二级学院实践基地，建
立以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实用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素质能力课程
体系，并制作党员教育培训调查问卷，充分听取基层党员心声。 

第三，用好“3”种模式，充分利用“理论+实践”、“远程+实地”、
“线上+线下”培训模式，整合学校党员教育基地、党性体检中心等
资源，把当地的各类展馆、党建基地等作为现场教学点，深入总结
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精神价值和教育意义，把生动实践变成
教学课堂，通过多样化、特色化教学，进一步增强学员党性意识、
提升实践能力。 

第四，优化“4”类师资，按照政治素质过硬、理论水平较高、
实践经验丰富、熟悉了解阶层、善于课堂讲授的要求，重点从本学
校优秀党组织书记和老干部、老党员等群体中选聘一批，从学校外
聘请知名专家学者、重大典型人物中邀请一批，从当地“土专家”
“田秀才”和各级党支部中选拔一批，组建一支本地为主、外请为
辅、相对稳定的兼职讲师队伍。 

总结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职院校党建教育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基

于此，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构筑完善的体系。本文主要结合高职
院校的特点，对具体的党员教育工作进行系统的分析，从党建、组
织以及管理等维度给出相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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