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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党校教师做好科研工作的几点体会 
◆张明凡  吕文媛  张  悦 

（山东省邹城市委党校  山东邹城  273500） 

 
党校教师做好科研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

正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世界科技强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研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而科研是党校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其成果可为当地政府决策
提供参考，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作
为党校教师，科研与教学是主业，科研成果可运用到教学中，两
大主业互相补充、互相提高，所以做科研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和综合能力。功利一点说，做好科研也有利于提升党校教师
的科研能力和知名度。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没有不重视
科研的。 

做科研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谁都不是天生就会做科研的，
曾经我也觉得自己不是做科研的料儿。读研期间应导师要求，参
与了几项课题，但是基本上都是“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现学
现卖。起初，因自己经验不足、没有任何积累，甚至没有心理准
备，感觉到很吃力，打心底排斥科研，有压力，不想干。究其原
因无非是“不主动”，所以过程很艰苦、结果也不理想。后来我
的导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做科研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上进心的
人。”我把导师所说的“上进心”理解主动性。做科研不仅要摆
正心态，还要有激情。经常动脑动笔，就不会感觉到手生。所以
说做科研要时刻保持激情，当做日常工作去对待，不放松。科研
是党校教师主业之一，也是评价教师水平的一把标尺。既然事实
无法改变，党校教师就要调整心态，学会接受，真正把科研当成
分内的事，干一行爱一行，并且要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爱一行精一行，真正把科研当作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才能在科
研上走得更远、更高。 

做科研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做科研除了具备基本的分析研
究问题的能力和一定的专业素养之外，最高层次的能力还是表达
能力。科研的表达能力体现为写和说的能力，这是需要长期培养
的素质。因为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或调研报告，归
根结底还是要形成文字，最终展示给阅读的人，所以表达能力的
好坏直接影响科研课题的质量。一篇理论文章或者调研报告，少
则几千字多则上万字，这些内容怎样合理、有效、工整、美观地
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有部分党校教师，特别是刚刚参加工
作的青年教师，表达能力会有所欠缺，所写的材料要反反复复多
次修改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反映出来的就是跟表达能力
还有所欠缺，也是表达能力得到锻炼和不断提升的过程。在表达
能力上，党校教师要对自己立高标准、严格要求，积少成多、积
沙成塔，最终达到对文字信手拈来的境界。 

做科研要有一定的团队意识。团队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好
身边的资源，取长补短，强强联合。有这么一个道理：信息和思
路是可以共享的，你有一个思路我有一个思路，交换一下每人多

一条思路。做科研同样是这种思维。而且每个人站位不同角度不
同，长处也不一样，有的人头脑灵活思路更广，有的人见识更多
观点更独特，有的人表达能力强善于撰稿，有的人比较细致入微
适合统稿校稿，综合一下看问题就更全面，结果会更好。所以说
做科研合作是很有必要的。去年我们课题组写一个案例材料，我
负责起草工作，但是最终成稿充分融合了课题组其他成员的思路
和想法。比如写企业发展历程，该公司的前身创办于 1971 年，
是一个普通国企，后经过多次易名、退股还股、股份制改造、退
城进区等一系列的变迁，才成长为全球专业领域知名企业。这段
历史在网上是找不到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很少有人了解，所以依
据的是老教师的见识，因为他们经历过，对这个企业很熟悉。可
见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党校教师做科研一定要善于去合作，
学会取长补短。 

做科研要有一定的升华。党校教师的科研工作，其灵魂在于
求新。求新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指我们写文章做科研，要
紧紧围绕时事热点，紧跟当前党委政府的工作热点和工作重点，
抓主要矛盾去做相关研究，这样一方面好的研究成果可以被用的
上，对政府有益，另一方面被发表和签批的机会也比较大，对自
己有益。比如说像意识形态、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人才发
展、传统文化、干部执行力等这些课题是比较具有时代价值的，
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有现实意义。求新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创
新，有新的观点或新的看问题的角度。什么是创新？对于科研工
作来说，创造全新的理论或从未有过的发明其实并不多，更多的
创新应该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交叉融合点，找准自
己的课题生长点，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研究方向的创新点，找到自
己科研工作的灵魂。没有创新，可能就是在重复大量简单、低级
的劳动，但是也不能盲目创新，创新的目的是通过创新让科研更
有含金量。 

做科研要有一定的策略。科研贵在坚持。坚持不是一味地闷
头住前走，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要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阶段性梳
理，清楚地明白自己做了哪些东西、想要得到什么结果，这篇稿
子赶到了什么程度，还需要完成哪些内容才能把问题或课题做完
整，这些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再拟订下一步计划，
全力以赴坚持做没有完成的工作。同时学会分析困难，把课题进
行分解。比如一篇调研报告，首先要拉出框架结构，纲举目张，
只有有了大纲才能合理分块，大致分为现状、问题、原因、对策、
启示等，一部分一部分分别进攻，各个击破，爬坡过坎儿。干下
不下去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没有大纲，没有分块，不能提
纲挈领，不知道下步写什么。所以只有不断地整理和调整、不断
地讨论、盘点和梳理，才能把科研课题坚持下去，最终达成自己
的研究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