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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党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 
◆张洪丽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委党校） 

 
摘要：党校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对学生自身的情况有全面的

认识，而且需要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学生自身的素质有效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党校教育过程中有效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学机制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有必要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并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创新

改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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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因此，为
了确保党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发挥最大的作用，还需要全面了
解党校自身的教学模式和学生自身的素质。根据相应的认识，理
解和制定合理的党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机制，确保其自身的创
新和合理性，使其在党校教学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一、党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机制的局部适应性 
1 适应性的理论研究 
这里所说的局部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在党校进行思想

政治理论教学的过程中，涉及的相应理论并不能完全符合党校自
身发展需求，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经常会发生党校思想政治教育
出现问题，对学生自身素质等方面也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在这
里所说的适应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笔者就针对于这三方面适应
性进行详细的论述。 

党校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按照相应主体
进行教学，这样对于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发挥自身最大的作用
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证教师和学员对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涉及的相应信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使得教
师和学员自身素养和思想观念都能得到全面的改善。 

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机制的课程和教学内容选取的过
程中，需要对学员自身涉及的因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在这个
过程中按照相应规定评选出合理的教学内容，保证其自身适应性
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还应该按照课堂教学的实
际效果选取适应的教学内容，保证教学内容能够满足随时变化的
特点。也就是说在进行教学内容选取的时候要对学校和学员自身
涉及的相应因素进行全面考虑，排除错误的政治内容，保证教学
内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对教学环境的适应性起到高度重视，这
里所说的教学环境主要包括环境和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和环境
自身的优化作用。因此在对党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环境特点
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还应该对其自身设计的环境状态和其他方面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借以保证教学环境固体作用处于不断提升的
过程。 

2 局部适应性 
在进行教学目标适应性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对党校和学员自

身素质和其他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证相
应人员自身综合素质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这样对减少党校在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保证教师根据课堂和学员的整体
需求对教学目标进行有效改善，使得教学目标与实际能够全面结
合，这样对促使党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好的进行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对学员自身思维能力和逻辑
能力的培养，对学员讲述现在社会上实施的思想价值观和理论到
的规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对促使当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过程中涉及的各个环境能够达到全面衔接的状态，保证课堂效果
实现最大化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大数据时代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措施 
1 改变思维模式，树立数据意识 
大数据时代必须要改变思维方式，树立大数据意识，尤其是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党校的相关领导要改变自身的思维方

式，根据大数据时代的要求来更新自身的思想观念，只有树立大
数据意识，才能够利用数据将党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最
大限度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在这一过程当中，一定要明确大数
据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要提高数据的敏感度。作为教
师一定要掌握大数据技术，根据大数据的发展现状掌握基本的知
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学习，通过对大数据技术的学习，不
断地培养大数据的思维意识和处理能力，利用数据来对党员的思
想情况、生活需求和社会交流情况进行分析，这样教师就能够准
确地把握教育对象，使得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针对性，在
这一教育过程当中，也能够提供教育的依据，这样就能够使教育
和数据进行有效的对接。除此之外，还要重视对数据与教育关系
的分析，要想将数据与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在整个教育的过程
中，就必须要明确教育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方法的创新创造条件，将大数据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创
新教学方式，发挥数据意识的作用，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表面理论
的学习上，必须要从根源找到提高教育水平的方法。 

2 开展个性化教育 
大数据时代，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可以了解每一个党员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个人爱好和心理情
况，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问
题、变化方法，针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不同的教育对策。在大
数据思维的影响下，教育的本质将回归到促进教育对象个体的发
展上，教育模式将实现从传统课堂的集体教学向数字化个性教育
发展。大数据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搜集、挖掘和分析，更
在于为特定党员群体或个别党员提供适合的个性化教育。党员也
可以根据数据，对自己的学习、思想、行为、心理等方面进行一
个综合全面的分析，了解自身在哪方面表现比较好，哪些方面有
所欠缺，并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丰富
自己的学习生活，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建立大数据教育研究平台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不仅包括获取和分析思想信息的方法，

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实施和评价的方法。党校可以通过
建立大数据教育研究平台，整合教育信息。在党员思想信息的获
取和分析方面，党校可以将图书馆、教学机构、居住管理中心等
不同职能部门联系起来，实现信息的聚集和分析，从而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信息获取与分析方法的创新。党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决
策与实施上，可以利用大数据教育研究平台，实现校与校之间数
据资源的共享与合作，建立党校思想政治教育链，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决策与实施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决策与实施的科学
性。 

三、结论 
大数据是这个时代的一场数据革命。它不仅为我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党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
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党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确保党员
的个人隐私不受侵犯，党员的数据和信息不被泄露和滥用。因此，
在大数据时代，在人人透明的情况下，党校要建立规范的数据采
集、存储、使用、披露流程，明确数据的研究和使用范围。保护
党员的隐私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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