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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领导“经验值”提升学员“能力值” 

——创新干训师资队伍建设 

助力干部专业素养提升研究 

方华 

【摘 要】：领导干部上讲台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新时代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干训工作

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当前，无锡市各级领导干部踊跃走上讲台，在干训师资中比例逐年提高，作用日益明显。同时，

也存在师资来源不稳定，课程理论性不强，授课形式相对传统，课程设置不规范，制度保障不完善等问题。无锡可

立足实际，借鉴其他地区先进做法，制定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制度规定，进一步充实以领导干部为骨干的干训兼职教

师队伍，创新和丰富授课形式，形成较为充沛的师资库和课程清单，明确具体的量化考核要求，为切实提高干部教

育培训质效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领导干部 上讲台 现状 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诉我们，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教师是

干部培训的重要资源，领导干部实践经验多，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强，担任干训兼职教师对提高学员素养大有裨益。 

一、领导干部担任干训兼职教师的重大意义 

（一）践行新时代新要求的关键 

上讲台是新时代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省市县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每年应该到

同级党校讲一次课，作形势报告、进行专题讲座、与学员座谈都可以，讲党课也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规定，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2018-2022 年全国干

部教育培训规划》要求，省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主体班次中，领导干部讲课课时不低于总课时的

20%，运用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辩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的课程比重不低于 30%。 

（二）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 

领导干部讲课是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纷纷走上工人学校的讲

台授课。1924年 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上提出，党内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要，同年 12月，刘少奇创办了最早的党

校——安源党校，并亲自授课。1927 年，朱德同志在南昌工作期间，亲自讲课、做示范，还经常请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

领导同志讲课。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战

争战略等课程，张闻天、杨尚昆、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也纷纷走上讲台授课。 

（三）无锡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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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久经沙场，经验多、能力强，是充实干训师资的宝贵资源。走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前列的时代要求，对无

锡党员领导干部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了干部教育培训新的历史使命。无锡组织部门以培训赋能，大力提升党员领导干

部的政治素养和能力素养，挖掘弘扬“四千四万”等精神时代价值，推动广大干部适应新形势、展现新担当。伴随领导干部水平

的提高，传统的教师队伍结构越来越难以满足更高层次、更广维度的学习需求，迫切需要一支视野更宽、能力更强、经验更足的

专兼职教师队伍。 

二、无锡市、梁溪区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基本情况 

（一）干部讲课成为常态，但师资来源有待稳定 

近年来，无锡市、梁溪区领导干部授课已逐渐成为常态，领导干部上讲台授课的频次多、密度高。2017-2020年间，无锡市

委党校举办的重要主体班次中，领导干部上讲台讲课的次数均破百，其中 2020年高达 177次，每年领导干部授课所占比例均大

幅超过 20%。梁溪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梁溪区委党校 2017-2021年所举办的培训班次中领导干部授课次数占总授课人次的平均

比重为 25.4%。但不同年份间差异较明显，甚至有的年份还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固定的队伍，谁来讲、讲

什么的随机性较大。 

（二）讲课内容覆盖广泛，但理论属性有待增强 

无锡领导干部授课内容丰富，以讲授具体工作方法的业务类课程居多。2020 年无锡市委党校举办的重要主体班次中，领导

干部讲课占比最多的是业务类课程占比为 36%，而党的理论党性教育类课程占比相对较低，仅为 13%。梁溪区也呈现此规律，梁

溪区委党校 2021 年举办的培训班中，领导干部授课的内容集中于业务类，占比高达 48%，理论类课程占比相对较低。同时，课

程联系理论不够紧密，领导干部以讲业务、做法为主，课程内容大多围绕本地区、本部门经验，主要解决了“做什么”“怎么做”

的问题，缺少“为什么做”的原理。领导干部在具体实践和党的创新理论联系上讲得还不够深入、透彻。 

（三）培训班次分布灵活，但授课形式相对传统 

不同培训班次教学目的、学员结构不同，在师资配置上也不同，领导干部占比也相对灵活。随机抽取的 10期全市的培训班

次分析发现，各班次师资中领导干部占比不同，分配灵活。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党外社会团体培训等班次没有安排领导干部授

课，新入职公务员培训、专题能力提升培训、重大主题精神培训等班次领导干部授课多，占比均超过 50%。同时，也应该看到，

领导干部讲课的授课形式较为传统，课堂讲授、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等较多，现场座谈、研讨交流、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新形

式较少；自上而下讲授多，自下而上交流少。 

（四）政治引领执行有力，但课程规范有待优化 

当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课，进一步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授课规范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授课过

程中，少数领导干部把上讲台当作完成硬性任务，事先准备不足，课上“泛泛而谈”效果欠佳。统计在梁溪区委党校讲课的所有

领导的授课时长发现，时长差异性明显，专家型领导，省、市级领导干部授课时长均在 2小时以上，基层部分领导授课时间则相

对较短，多数在 1小时以内。 

（五）以讲促学成效显著，但制度保障有待完善 

全市领导干部在备课、讲课中，起到了领学、促学的作用，推动形成了良好学风，也提高了自身能力。同时也应该看到，无

锡推进领导干部上讲台的制度保障还不够完善，尽管已经纳入各级干部教育培训年度计划，但仍缺乏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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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保障机制。 

三、其他地区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成熟经验与做法 

（一）出台相应制度，形成具体规定 

一是解决好谁来讲的问题。陕西省委党校制定的《关于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的实施办法》规定，授课领导干部范围为省

级领导干部、各市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二是明确好讲课的内容。贵州省委组织

部《关于建立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的意见》指出，领导干部授课要围绕学习领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

点难点、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等问题。三是统筹好部门的合力。常州的《领导干部上讲台实施办法》规定，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领

导干部上讲台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培训机构要科学编排授课计划，主动预约相关领导干部并做好衔接沟通，落实好服务

保障工作。 

（二）领导率先垂范，形式灵活多样 

一是主要领导发挥领头羊作用。近年党内开展的历次学习教育中，各地主要领导均围绕不同专题授课，一级带着一级讲、一

级做给一级看，坚持以上率下、上下联动，为领导干部上讲台起到良好示范作用。二是形式多样方式灵活。陕西规定授课方式方

法由领导干部本人自由掌握，包含形势报告、座谈讨论、主题党课、交流研讨等，根据需要可采取视频直播、网络课堂等方式。

三是紧扣业务紧接地气。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曾将课堂开在基层，在凉山调研过程中就扶贫问题讲党课，使课程更贴合工作、更贴

近基层。绍兴市的部分现场教学点中，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担任现场教学点讲师。 

（三）量化指标任务，纳入考核评价 

一是细化量化领导干部授课任务。出台领导干部上讲台的任务目标、内容形式、组织实施、具体要求等，对各级领导班子成

员每人每年最少授课次数形成了量化要求。二是压实政治责任和讲台纪律。四川省要求领导干部上讲台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严禁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陕西省对领导干部授课的讲稿、录音、录像等材料的保密纪律提出了要求。

三是发挥考核正向激励作用。常州市规定，讲课可以纳入领导干部个人年度学习积分，列入学习考核。西宁市建立领导干部授课

档案，详细记录领导干部的授课情况，并自查上报市委组织部。 

四、提升领导干部授课实效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出台制度，“刚”与“柔”相济 

一是加快形成制度规范。应明确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概念、对象范围、工作原则，规范主要任务、总体安排、操作流程，细化

职能分工、考核办法、保障措施，确定领导干部、培训单位和组织机构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提出符合实际的要求。二是制度设

计要有弹性空间。一方面，要在体制机制层面打通壁垒，消除领导干部授课的制度阻力和心理顾虑，提供必要的协助、支持；另

一方面，在任务指标设定上尊重客观实际，预留必要弹性空间，形成分级、分层的差异化柔性制度设计，避免“一刀切”影响领

导干部的积极性。 

（二）完善课程清单，“供”与“需”平衡 

一是摸清干部培训现实需求。培训部门要加强学员需求的调研，汇总所需的培训班次、课程内容、授课形式等；各单位部门

要及时向干训部门反映学习需求，特别是涉及领导干部教学的需求，为领导干部授课、备课提供方向。二是摸清领导干部课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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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现有领导干部兼职师资库基础上，针对不同学科、专业，梳理课程清单，分门别类纳入党校主体课程库。课程应交领导干

部所在单位、个人与党校教务部门确认，形成本地化特色精品课供给清单，并及时组织更新，实施动态管理。 

（三）打造骨干队伍，“专”与“兼”配合 

一是专职教师提供相应保障。领导干部工作繁忙，备课需大量时间精力，对重要讲课任务可由专职教师做好服务保障。有条

件的单位可设联合备课组、讲课联络人，由专职教师担任授课领导干部的“临时秘书”，在资料收集、讲稿整理、课件制作上提

供必要的服务和协助。二是专兼职教师联合备课。可由专职教师协助领导、业务骨干将实践经验、工作技巧上升到更高理论高

度。可以搭建学习交流培训平台，定期组织专、兼职教师进行教学培训方面的互动交流研讨，提升领导干部教学讲课的学术性、

艺术性。 

（四）形成备课模块，“例”与“理”融合 

一是课堂教学形成树状嵌套模块。设计可填充实践经验、工作方法的树形框架模块，领导干部只需将自己所擅长、熟悉的内

容填入对应模块即可形成课程大纲。充分考虑不同工作对应的学科性质、学理支撑，必要时邀请对应专家学者参与模块设计。领

导干部对应填充后宜交由专职教师适当整理完善。二是现场教学形成条状顺序模块。现场教学可设计问题导入及意义、经验做法

及举措、思考启发及借鉴价值、提问交流及研讨 4个条状顺序模块。第一个模块由擅长理论的专职教师讲授，第二个模块由最了

解实际教学点的当地领导干部讲授，第三个模块由学员代表或专职教师讲授，第四模块为现场教学点领导干部与学员面对面交

流，开拓双方思路。 

（五）搞活教学形式，“教”与“学”互促 

一是教学与工作相互融合。将培训与工作现场会、座谈会等融合，形成新教学形式，有效化解工学矛盾。用好研讨式、案例

式教学，多给学员提问发言的交流机会，既能提升授课干部自身的能力水平，也有利于领导干部掌握实际情况。二是翻转课堂相

互借鉴。在案例分析、模拟研讨等新教学形式上，提前选定主题，参与者充分准备，就工作中的热点问题与主持教学的领导干部

进行深入探讨，既能增强教学的研究色彩，又可在交流发言中挖掘有借鉴或启发意义的内容，为领导干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

供更广阔的工作思路。 

（六）优化考核激励，“促”与“推”并举 

一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突出正向激励作用，可将领导干部讲课纳入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和领导班子年度

考核、干部教育培训专项考核，也可作为领导干部个人年度学习考核、评先评优或其他考核的加分项，其讲课课时可以抵扣参加

培训学时。二是统筹兼顾政策现状。领导干部讲课要考虑课程审核、意识形态把关、工学矛盾、个人兴趣意愿、个人事项报告等

问题，要在明确政治纪律严肃性的前提下考虑政策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