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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 on-site teaching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Party school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rty school teaching innov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introduc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site teaching carried out by Party schools, and draws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on-site 
teaching carried out by Party schools in recent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to be 
improved and thought about site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new direction, new ideas and new measur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n-sit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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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现场教学在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党校教学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
从介绍党校开展现场教学的内涵和特点入手，借鉴近年来党校开展现场教学的实践经验。结合实际，分析了现场教学需要
改进和思考的问题，为现场教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方向、新思路、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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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场景的衔接，

将实训课堂移至实训场景，将实训场景化为实训课堂，让学

生直接接触现场，深入考察现场，观摩了解现场，感受场景

背后的时代背景、思想精髓和理论指导的实效，有效提高了

党校干部培训的实效性。实践证明，现场教学是一种贴近学

生实际工作，符合干部教育成长规律和培训要求，效果显著，

易于接受的教学模式。

2 现场教学的内涵和特点

2.1 现场教学的内涵

现场教学是指把教学课堂设置在教学基地的一种教学形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现场发现问题、多方位交流

的方式进行教学。在科学设置现场教学专题内容的基础上，教

师结合党校教学要求，提出既定研究问题，由教师、基地人员

和学生共同研究解决 [1]。它是一种多向式、主动式的教学模式。

2.2 现场教学的特点

现场教学之所以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教学形式

之一，原因是与其他教学形式和方法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

2.2.1 现场教学的教学地点不再受教室的限制

现场教学地点广阔开放，教学内容直接且真实，富有

感染力和吸引力。传统的党校干部培养方式，学生们坐在教

室里，在投影仪屏幕上聆听教师分享的场景，学生通过边听

边看了解现场情况。现场教学能够让学生直接来到现场，既

增加了培训方式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又发挥了教学场所本身

所蕴含的教学意义。

2.2.2 教学人员不仅是教师还有教学基地人员

在现场教学中，不仅有教师，还有教学基地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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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的多元化给现场教学增添了吸引力，尤其是经验丰

富、实践感强的基地工作人员成为教学人员，使现场教学更

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2.2.3 现场教学突出了学生在干部培训中的主体地位

现场教学基地的选取一般都是围绕地方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和干部培训的核心目标，选择具有引领性、有代表性和

优势性的教学点。教学点的选取符合党校干部培训工作的学

习需要。教学点同时也包含了干部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教

学点涉及的问题是干部感觉困惑和思考最多的问题，这使得

现场教学基地更贴近干部的需求。

2.2.4 现场教学更能突出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作用

在现场教学中，与讲授式教学相比，教学氛围更加轻

松活跃，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和基地工作人员提问，也可以

就现场某一问题与教师和基地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同学们也

可以互相讨论。在交流讨论过程中，学生会受到感染、启发

和影响，这种充分的师生交流有助于提高现场教学的质量。

3 现场教学实践中的难点及解决思路

3.1 难点

3.1.1 现场教学保障和协调不到位

在现场教学中，往往是现场教学的保障和协调做得不

到位，这是党校现场教学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包括党校选

择的教学基地没有针对性的问题，以及现场单位存在的问

题。现场教学基地的选择一般以典型性和示范性为主，对于

入选的地方政府或现场单位，起初会全力以赴，力争将其作

为对外宣传的样本和窗口，随着现场教学接待次数的不断增

加，将出现敷衍应对的现象，而这种疲劳状态会直接影响学

生的学习热情，大大降低了现场教学的效果。

3.1.2 现场教学学生参与程度不够

现场教学如果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能

深入挖掘现场教学的因素，教学往往会变成工作汇报或者现

场检查。学生的经历与现场情况不能真正的关联起来，沟通

和互动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并不能真正产生实际效果。

3.1.3 现场教学“教”与“学”的互动不足

现场教学是教学双方相互启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的教学方式，需要充分发挥“教”和“学”双方的积极性。

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目前，在党校现场教学中，教学互动的重要性没有得

到教师的认可，大多数教师不重视教学互动，所采用的教学

模式陈旧落后，没有起到引导作用，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

情。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没有与学生互动，学生之间也缺乏互

动，这直接影响了现场教学的效果，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低下，

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使得教学环境变得异常沉闷。

3.1.4 教师的归纳、总结水平不高

现场教学中最后的归纳总结工作尤为重要。教师要结

合授课内容，提炼相关做法，阐释背后的原理，总结可复制、

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但由于基层党校教师受教学经验、

自身知识结构、教学基地开发深度的影响，使得教师的理论

总结成为现场教学的又一个难点。

3.2 解决思路

3.2.1 针对现场教学保障协调不到位问题，要求教学

点的选择要按照学员确定

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选取不同的教学点，从而增强

现场教学的针对性，以提高培训效果。基于这个原则，党校

干部培训班要安排综合性较强的现场教学点，包括经济发展

和社会事业、工业经济和现代农业、乡镇街道情况和村容村

貌状况。这种安排使这些干部能够全面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和经验，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为今

后的工作提供全方位的启示和借鉴。同时，对于选定的教学

点，要全力以赴且持之以恒地配合现场教学的始终。这是现

场教学的重中之重。

3.2.2 针对现场教学学员参与度不高的问题，要求教

师组织教学要富有独创性

党校在对党员干部进行现场教学时，既要有导游的热

情，又要有党校教师的严谨，以提升现场教学的综合性，充

分发挥现场教学独创性。例如，在确定现场教学基地的过程

中，既要考虑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也要结合当前社会热点和

难点问题。在现场教学中，每次现场讲解和介绍前，教师都

要问学生一个思考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教师的讲解和

介绍，鼓励学生思考并得到激发创造力的灵感。只有有效地

分析和深入思考，体验现场教学基地实践的独特性、典型性

和创新性，才能启迪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

3.2.3 针对“教”与“学”的互动不足问题，要求教

师要着重抓好课堂互动环节

为办好现场教学，使学生的思路得到启发或问题得到

很好的解决，提高教学效果，就应当注重教师、基地工作人

员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这个过程是在教师充分准备的基础

上，让感性与理性碰撞，理清认识，深刻领悟背后的实践创

新和观念创新，逐步将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这里要对

教师的指导提出特殊要求：一是对学生可能跑题的问题要及

时调整和引导。另外，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提炼或总结，使他

们的观点更加鲜明，更加契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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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针对教师总结归纳水平不高问题，要求教师要

完善科学的评价体系

通过教师的点评，在加深理解的同时，学生可以在方

法论层面获得启发和指导，找到理论转化为实践和创新途

径，可以用新的理论指导个人实践。因此，点评要深刻，要

满足以下三个基本要求：一是经验总结要与现场教学基地的

主题和实践紧密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二是要提取

灵感，必须深入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是启蒙思维应该

给学生一点思考和启发，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内化 [3]。

4 结语

面对新时代干部培训对党校发展的重大影响，李源潮

同志在第十一次全国干部教育联席会议上指出：党校、行政

学院、干部学院的教学体系应以“行”为中心，在学习和实

践中达到知行统一。这一精辟的结论不仅指出了党校教学重

点在培训中的互补作用，也为党校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同

时，党校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中，既要传授给学生

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要传授给学生一定的感性知识。通过以

实践为中心组织教学，加强“行”的教育，不断提升党校现

场教学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 于淑红,张永侠,温学勤.党校系统现场教学研究[J].农村经济与

科技,2018,29(20):279+281.

[2] 关景灵.发挥现场教学作用,推动党校教学改革[J].沿海企业与科

技,2012(6):97-99+96.

[3] 龚雪梅.新形势下如何提高党校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J].亚太

教育,2016(28):112.

https://t.cnki.net/kcms/author/detail?v=i8RQNj_vMVR4Ygs-bzMcmjU__j2r3kCsGw0rUHL7IP2jy-m3NweE0M5uIJ8XMQ8HVoTll2DD7YYJZWmO_UEsWHfdp6xgfUIufwnbZxIlNyg=&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author/detail?v=i8RQNj_vMVR4Ygs-bzMcmjU__j2r3kCskBBgN0AA-Gm7RZg45UMYz8rX_sTSe6RP5Ah73rwTZ2WO4sN0IbsgVoaZ5HP4K8w6TARPacvIeIs=&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author/detail?v=i8RQNj_vMVR4Ygs-bzMcmjU__j2r3kCssYmrJ24zfeOEpfs4jpCoLcj_Kps6eeR0HMtiBA_TQPQyea4GcN0OBC-49acfsryTnq5RBh1ZO-I=&uniplatform=NZKPT
https://t.cnki.net/kcms/author/detail?v=i8RQNj_vMVSwURHypMxlxYcHhTXsApb6OftTrxulBP2hDOcoLJuaIKHWu2X2X_EeecDMvbBrrpl5U3fCggXUM6un9sI8jxvD9f_U1_OSCmg=&uniplatform=NZK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