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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视阈下高校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创新 

张子荣，姚秀萍 

(河北工程大学 宣传部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我国高校干部教育培训认识滞后、管理模式陈旧、激励机制缺失，严重制约了新时 

期 高校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的发展 ，也不适应新 时期创 建学习型组织提 高干部队伍 素质的需要 。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 ，找 出存在 的问题 ，对新形势下高校干部教 育培训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激励 

评价机制的创新 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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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是一种通过组织学习，“突破 自己能力 

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育全新、前瞻而开阔的 
思想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的组织形式。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 
明确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些，作不 
断学习、善于学习的表率，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 
组织和党员的学习。作为主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党 
委各级部门如何确立新理念、采取新举措、探索新机 
制，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 

一

、高校干部培训教育机制的历史选择 

(一)实现干部培训形式的新突破，是提高培训绩 
效的必由之路 

突破过去传统的课堂教学培训惯式 ，采取多种 
有效的培训形式。将理论认知 、实地考察、研讨交流 

融为一体 ，形成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培训特色。做 
到校内培训与异地培训考察相结合；综合培训与主 
体培训相结合；基层调研与撰写论文相结合；电化教 
学与互动式教学相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习兴趣提 
高了教学效果。 

(二)实现干部培训内容的新突破，提高培训针 
对性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及干部结 
构实际选择培训内容，选准突破口，根据不同范围、不 
同角度而且有重点地组织教学。采取切实可行的措 
施，周密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制定培训菜单，征求参训 
学员意见，紧密结合干部实际设计教学内容，增强了教 
学内容的针对性。打破过去传统的安排什么学什么的 
现象，激发了学员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使 
参加培训的领导干部对培训内容感到“解渴”、“管 
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培训的影响力。 

(三)实现师资队伍培训的新突破，增强参训干部 
领导力 

着力创新培训理念，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改变过去 
参训干部要求高而党校师资少、培训信息不足的现象， 
在提高教师的整体水平上下功夫。形成了老教师为主 

体、青年教师勇担当的良好局面，配备一支“专兼结合、 
以专为主”的稳定的教师队伍。聘请资深专家学者和 
在某领域研究有造诣的领导干部为党校兼职教师，从 

而不断壮大培训的师资队伍，拓宽培训内容的知识面， 
加大了培训内容的信息量，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全面 
提升了党校的培训能力。 

二、干部培训教育机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近年来由于学习型组织的建设 ，尽管各高校在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中采取了一些措施 ，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看 ，仍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 
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的现象。个别干部思想观念陈 
旧落后，安于现状 ，缺乏学习的自觉性。认为抓具体 

业务才是硬任务，把干部培训当作软任务 ，有的干部 

认为培训只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增加一种“经历”，把 

培训当成 自己“养神”和“交友”的好机会，培训心不 
在焉、一混了之，在这样的心态下，学习培训只会是 
流于形式 ，难有效果。 

(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现，大部分高校培训工作缺乏 

有效的、系统的、可操作的检查、督促、考核、奖惩机制， 
或者说其导向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够健全，没能把 

干部的培训与干部的任用挂起钩来，给参加培训的干 
部造成学与不学不影响提拔重用的错误认识，认为靠 

关系、凭机遇、吃老本的思想占主位，致使干部教育培 
训缺乏直接的“动力”与“压力”，导致高校的干部培训 
工作缺乏吸引力。客观上影响了干部参训的自觉性。 

(三)培训管理缺乏严格性 
查看教育培训班的管理，能够找到相关的管理制 

度，但在日常管理中，多注重在制度的建设上，而真正 
执行上缺乏必要的严肃性，实际把握上比较粗放，多是 
依靠学员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觉参与，必要的监 
督检查仅仅停留在了制度里，培训考试、学员表现、培 
训档案、考评结果使用等尚未制度化。 

三、创新机制，积极探索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 
路径 

(一)管理机制创新是提升高校干部教育培训效果 
的关键 

一 期培训班办的有没有成效与对这个班的管理工 

作有直接的关系，与对这个班的教学组织、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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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环节、培训小结密切相关。根据参训干部不同“岗 

位”、不同“职级”进行分类管理。管理型干部的教育 

培训，要侧重做到理论上的十分清醒，包括党的重大方 
针学习、国际和国内形势教育以及重要社会管理的知 

识；做到在专题研讨中深化理论，在主题座谈中增长见 
地，在深入基层调研中丰富理论，提高其团队合作的凝 

聚力和应急战斗力。专业型干部 的教育培训 ，主要应 
该侧重“理论报告”、“专题讲座 ”、“专家恳谈 ”和“经 

验交流”等形式，使他们在学、听、谈中增强理论的武装 

力，提高问题的洞察力，投身工作的执行力。 

针对干部调整、轮岗和新上岗任职的要求实行动 

态管理。干部大力度培训为高校党校提出新任务，要 
及时安排新调整的干部参加党校专题培训班。刚刚走 
上领导岗位的干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有待在理论 

修养、领导能力和知识水平等方面有个大的提高，从而 

使自身不断适应新的领导岗位的需求。通过培训更新 

专业知识，丰富工作经验，转变工作方法，使新任职的 
领导干部提升综合素质，提高认知水平，在各自的岗位 
上发挥出应有作用。 

(二)运行机制创新是增强高校干部培训教育效果 

的重要抓手 

充分尊重人才发展规划和自身发展意愿制定针对 

性强的培训规划和培训计划。通过高校问卷调查统计 
显示，制定了年度培训计划的高校仅有三成，随机安排 
的或是临时应急型培训就达七成之多，没有一个长远 

的人才培养规划，导致了干部教育工作的极大盲目性。 
高校干部教育培训部门应在综合考虑学校人才队伍梯 
队建设、干部的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以满足学校发展需 

求为依据制订操作性强和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培训计 
划。并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培训计划，充实培训内 
容，注重实际效果，从而不断解决现存的新问题。 

首先从规范高校干部教育培训的运行流程人手。 

过去传统的干部培训的运行流程，不注重尊重培训对 
象的主体地位，不按参训学员的自身需求设计培训计 
划，导致一厢情愿的灌输很难保证培训实效。因此我 
们认为，创新高校干部培训教育的运行机制必须首先 
重塑培训的运行流程，从培训需求分析人手，做到“对 
症下药”和“量体裁衣”，真正依据学员需求进行培训设 
计，实施培训计划，并适时对培训目标、实施程序及效 
果进行及时评估及追踪反馈，不断改进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 

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培训效果。在我们的调研 

中发现，大部分高校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其培训的形 
式仍停留于“我讲你听”和“看录相片”为主的单向性 
教学模式，参训学员只是被动的学习，互动性不强。学 
习缺乏吸引力，交流缺乏活力，参训缺乏动力。应积极 

仓U新思路举办各种研讨、互动交流、学术沙龙等形式， 
或者条件允许走出校门到与参训学员工作或科研项目 

相关的单位现场搞对接，搭建解决实际问题激发经验 

交流的平台，让参训学员真切感受到教育培训的实际 

效果，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相得益彰。 
(三)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是完善强化干部培训的源 

动力 

首先要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逐步实行学分(学时) 
管理和学时认定制度。这就要求参照中央统一学时数 

分解下达，将所有干部参加在职教育(包括学历教育 )、 

集中培训、网络自学等阶段科学设定学分，要求每人每 

年必须不少于 110学时数，并合理折合成相应的学分 
作为标准。同时要建立学分制的配套措施，学分计算、 

学分评定、学分运用、学分档案都要有一个规范的运行 

标准。使得参加教育培训的干部奖罚有依据得失有度 
量。这样使干部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激发广大干部的 

学习自觉性，促进干部培训工作的开展。 

其次要抓住中央要求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契机，在 
积极组织各类培训工作的同时，还应该使培训与考核、 

提职、定级和职务晋升相结合。干部教育培训部门要 

严格按照学分管理制度从严考核每个干部的学习培训 
情况，将考核结果登记在册存入个人学习档案。同时 
联合组织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将学习考核结果存入干 
部个人实绩档案。从而作为干部年终考核、工资定级、 
职务任用、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并明确在年终 
考核、工资定级、职务任用、职称晋升中建立述学考核 

指标体系，将确实完成培训任务的或培训学分达标的， 

在年度考核、职称等级岗位、干部选拔、职务推荐中要 
优先考虑，让干部真正体会到“要学要管用”。 

(四)评价机制创新是检验培训效果和提高培训质 

量的有效途径 
建立有效的全程评价体系。一是培训前的评估。 

主要是采取定性评估法，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调查问卷， 

了解参训学员岗位需求、工作难度及困惑等，按照“很 
需要”“需要”“不需要”三个层级衡量。也可以对培训 

机构进行筹备工作的评估，看其培训计划、课程设置、 
工作流程等制订的科学性、合理性；二是培训中突出对 
教学效果的评估，采取跟班听课、学员授课结束后立即 
填写授课质量评估表相结合，客观评价授课教师讲授 
内容和效果；三是培训结束的评估调查。采取跟踪回 
访、座谈交流的形式，参考学员写的学习总结和培训结 

束总结会，了解每次培训班是否达到培训目的，培训效 

果如何。 

另外，要特别注重对培训工作的定量考核。尤其 
是教学效果的质量评估 ，在定量评估表中设置诸如“理 
论水平与信息量，水平与答疑，内容前沿性、实践性，教 
学课件质量与作用，教学效果”组成评价指标体系，每 
个评价指标设“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4个因子， 

进行必要的量化打分采取无记名的调查问卷评价。同 

时在连续多个培训班次同一批任课教师中作比较性分 
析，作为科学设置培训内容和遴选确定优秀授课教师 

的依据。在培训结束后，建立评选优秀学员的制度，将 
学员的考勤、学习、调研等活动以及结业考试成绩、撰 
写的论文等细化为具体学分去考量。最终把对参训干 
部综合评定的结果以及优秀学员评审表交回干部所在 

单位，列为推荐、使用干部的主要依据，真正实现“发 
现、培养、使用”三者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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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中心”。这些中心的职责一是 
开展本省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研究 ；二是为本省现代远 
程教育的发展提供服务；三是为外省高校的远程教育 

在本省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四 
是为国家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服务。他们的成立为 
推进所在省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意 

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实践的结果也同时说明， 
由于这些中规格次不高、职责狭窄，已经难以适应今天 

形势发展要求，难以满足《教育规划纲要》以及《人才规 
划纲要》提 出的教育和人才发展工作需要。因此 ，在河 
北成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指导机构十分必要。 

二、加大财政投入 

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以现代通信技术环境与设施 
为物质基础，建设或整合各类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 
习资源是其必要条件。而物质基础建设和学习资源建 

设，都需要一定的财力做支撑。过去一段时间，支持远 
程教育的资金投入少，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河 

北远程教育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不能适应学习型 
社会建设的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大财政投人， 

增强资金支持的力度。只靠学费收入支持事业发展， 
不能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公共服务功能。 

三、办好开放大学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 
体系”，“办好开放大学”。国家教育部原副部长陈希在 
2010年5月全国电大书记校长会上就电大如何贯彻即 

将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时强调：电大教育未来 
的发展，应主动适应社会教育需求和社会成员终身学 
习需求，着眼于国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 
会的全局⋯⋯努力把电大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 

流现代远程开放大学。还提出：在现有电大系统基础 

上 ，组建覆盖全国城乡的国家远程开放大学。办好开 
放大学是推动现代远程教育发展，服务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举措。“上海开放大学”在 

上海市政府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成立，目前已经挂 
牌，与“上海电视大学”并存。利用上海远程教育集团 

的综合资源，开展远程教育。《上海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提出：“利 
用现代信息手段，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立现代开 

放大学，构建开放式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北京、广东、 
江苏、江西、福建、山西等省市都高度重视开放大学建 

设，紧紧抓住开放大学这个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的抓手， 
推进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在 
河北，除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外，还没有一所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这势必会影响河北 
终身教育体系的完整性，不利于河北学习型社会建设。 
所以，我们应当乘国家开放大学建设这股东风，建好开 
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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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e to develop th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Hebei 

WU Xi—chun．ZHAO Hui—min 

(Hebei Radio and TV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5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society，and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 

opment of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in Hebei，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points in developing the modelTl distance 

education to promote Hebei learning socie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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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research on university’S cadr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ZHANG Zi—rong．YA0 Xiu—ping 

(Propaganda Department，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As a result of the old management mode and iBemcient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university’S cadres educa— 

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 lags behind．which not only testricts its own development but also fails to meet the need of 

building a group of university cadres with hi【gh quality．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this paper discus— 

ses th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S cadr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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