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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是县级党校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需

要党校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和教育作用,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奋斗精神,永葆党组织的纯洁

性与先进性。同时党校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秉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改革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育

的吸引力和时代感,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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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n county-level party 

schools, which reflect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for party schools to 

actively play their leading and educational roles,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and struggle spirit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nd keep the purity and advance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forever. At the same 

time, Party schools should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reform and optimiz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e the attrac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sense 

of the times,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fighting capacity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needed b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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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县级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分析 

当前县级党校越来越注重党员的党

性教育,强调组织多元化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修养。然而在

实际工作中发现,县级党校的思想政治

教育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局限性明显,尤

其是时代性和吸引力不足,如：未能透彻

挖掘时代元素,部分教育内容不符合学

员的实际学习需求；教育内容滞后,对学

员的影响力不强,无法吸引学员积极参

与到学习实践活动中,甚至会挫伤学员

学习积极性[1]。同时党校实施的思想政

治教育也存在其他问题,包括系统性、规

范性和稳定性不足等,不能形成完整系

统的教育体系,继而对学员的吸引力、影

响力以及教育的效果产生制约作用。由

此可见,县级党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活动时,需要认真分析教育现状,制定

合乎实际的方案,以此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的吸引力和时代感,促进教育整体效

能的提升。 

2 增强县级党校思想政治教育

时代感和吸引力的意义和路径 

2.1意义 

县级党校是培育党员的主要阵地,

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对国家政治建设发

展有积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县级党

校需要加强高水平、高质量的思想政治

教育实践,注重教育吸引力和时代感的

增强,以此保证党员具备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养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提高党员的纯洁性与先进性,防止党员

在日常工作中出现道德滑坡、信仰缺失、

好大喜功等不良思想行为。换言之,通过

加强县级党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时代

感、吸引力,提高党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使其深度认同和理解所学内容,在

工作实践中作出科学正确的决定,贯彻

执行从严治党的理念。 

2.2路径 

第一,积极创新教育模式。县级党校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当积极迎

合时代发展,全面创新教育模式,引入时

代感和吸引力很强的创新模式或教育活

动,如引导式、平等式、交互式的教育模

式,以免教育的说教性过重而导致学员

失去学习的积极性[2]。比如：县级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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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实践环节可以积极创新相应的教

育情境,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直观呈现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帮助学员深刻理解

和认同思想政治知识,优化教育的整体

质量。同时县级党校要科学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利用图解、视频等多种方式阐述

教育工作中遇到的价值理念或理论性问

题,优化教育宣传效果的同时,更好地帮

助学员训练自身的党性修养。此外,县级

党校应该以当地党员干部的综合培训计

划为依据,系统优化学制和班次,指派教

师参与到上级党校的进修学习活动；或

者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出发,采用多

元化的教育资源与活动形式,促使学员

积极参与到教育学习活动中,提高教育

活动对学员的吸引力。 

第二,优化更新教育内容。要想适应

新时代的发展,县级党校的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引入极具时代气

息的教育素材,加强实践与理论的联系,

实现教育内容的创新优化,而不是局限

于既定的教材内容。在全球化发展的趋

势下,县级党校应当着眼于世界,秉持包

容、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或吸收国内外的

优秀文明成果,拓宽问题分析的视野,进

而制订出更加科学的问题解答方案[3]。与

此同时,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

第一生产力,党校只有用求实创新、开拓

进取的科学精神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才能赋予教育全新的时代内涵,争取实

现以科学思维发展学员的综合素质、以

科学精神克服陈旧思想的教育目标。另

外,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优化和更

新,党校要秉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善于将具体案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避免单纯的理论性说教,以免学员无法

保持持久的专注力,降低内容吸引力。如

此一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既能与实

践工作相统一,又能满足党员开展基层

工作的具体需要,提高教育整体效果。 

第三,提高教员教育水平。对于县级

党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效果与

整体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员的党

性修养水平、思想认知状态。要想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时代感,党校

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组织的正确引领,以

集中培训党员为主,对分类建设计划加

以贯彻落实,从而增强教育效果,确保教

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4]。同时县级

党校应当从政策等层面大力扶持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实施,积极创新与改进教

员的教育培训工作,鼓励其深入探索“两

学一做”实践活动,在教育实践中有效融

入系统的党员教育理论知识和当的先进

思想；或者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

施环节,对不同类型的专题活动进行精

心设置,使教员在活动中积累更多的理

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进而在具体工作中

引入先进科学的理论或思想,丰富教育

内容,优化教育效果,实现教育时代感和

吸引力的强化目标。除此之外,党校应该

注重教员交流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其在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能与学员进行积极

互动、平等对话,形成和谐融洽的教育氛

围,强化教育对学员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第四,加快信息技术应用。随着信息

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县级党校只有加

强信息技术的应用,积极树立互联网思

维,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巧妙融入新媒

体和计算机,才能切实增强教育的吸引

力和时代感。换言之,县级党校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要善于融入时代元素,对时代

问题和时代呼声加以准确把握,灵活运

用具有资源共享、实时互联的信息网络

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思路。在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上,党校可以利用新

媒体打造线上教育平台,设置专门的思

想政治教育论坛或公众号,在平台上实

时发布或推送相关内容,促使学员在浏

览过程中了解最前沿的思想政治内容和

最新的方针政策[5]。当然党校也可以利

用平台开展多样化的教育实践活动,如

主题征文、留言互动等,以此加强与学员

之间的沟通交流,激发学员参与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的激情,实现教育范围的拓

展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中运用网络新媒体时,党校必须要

注重引导式、交互式等互动模式的构建,

系统整合、科学应用网络教育素材或资

源,借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新媒体素

材来形象直观阐释教育内容,加深学员

的理解,强化教育的吸引力和时代感。 

3 结束语 

综上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显著

的时代性特征,县级党校应该从时代的

发展需求出发,打破传统的封闭狭隘状

态,积极创新教育模式,优化更新教育内

容,注重教员教育水平的提高,加快信息

技术应用进程。这样才能激发党员对思

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兴趣,强化教育的吸

引力和时代感,促进党员价值判断能力

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面提升,达到理想

的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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