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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概
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
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
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什么是现
代化？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蕴涵？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释：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蕴含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

当追求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这既是对
国内的责任，也是对全球的承担。这种追求和谐
共存的现代化路径，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显著
标志，其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地位日益重要，
而非减弱。探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社
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基本议题，它早于其他所
有问题，并且包含它们，成为一切问题的源泉。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环境保护
和生态文明的构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15 年
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被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
基本原则之一，并被明确为我们所追求的现代
化的本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明确，将这种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根本要求和关键任务。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中国式现代
化的促进作用

从多个视角出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存对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关键影
响。理论层面上，这种和谐共存的现代化观念承
接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
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思想。马克思主义
明确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自然则构成了
人的扩展存在。维护自然环境便是保护人类自
我，反之亦然。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展是人类在认
知及改变世界的旅途中，始终努力寻求答案的
基本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代表了对旧有“污染先行，
治理随后”模式的明确拒绝。在日益加剧的生态
危机面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议题
显得尤为迫切，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谐的
人际关系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要
素之一。就现实情境而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及满足人民对优
良生态环境不断增长需求的必要之举。在实践
层面，这一现代化过程需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
明的理念为指导原则。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
保护自然环境应成为我们的首要原则。发

展活动需与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保持一致，
环境保护、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的提升必须被
优先考虑。我们应致力于维护自然的生命支撑
系统，保障生物多样性，以及确保地球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从而确保人类活动不超过地球的环
境承受极限。

自党的十八大起，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党
中央接连强调了“要像珍视双眼一样珍惜生态
环境，把生态环境当作生命来对待”和“绿色发

展的核心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
以及“山川林田湖草共同构成生命共同体”的理
念[2]。在 2020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
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中共中央建
议》（简称《建议》）中，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生态
文明体制，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绿
色转型，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模式”
的目标[3]。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
升的现代化

（一）我国坚持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方向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强调文化间的互相借
鉴与学习，倡导包容性，以及在保留自身优势的
同时，吸取他国之长，选择性地采纳良策”。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管理经验，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
生态管理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的
主导下，我国的生态管理体现了多主体的协作
治理，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促进了
多方共治的有效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
这一体系展现了其独特的优越性。

我国致力于将生态治理现代化纳入社会主
义发展轨迹中，并在遵循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
的前提下，确立了多元化共治的制度框架。我们
逐步发展出了一个“全面、全域、全过程”参与的
新型生态管理模式。习近平从全人类的视角出
发，倡导提高生态环境管理的能力，宏观层面上
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绿化工程”[4]，而在微
观层面上，他提倡“对草原、森林、河流、湖泊和

湿地进行恢复与保护，并有效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政策[5]，强化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通过建立生
态管理体系，强调从源头治理到过程控制，再到
结果处罚的整个管理周期。

（二）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深化改革的核心任
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
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6]。到 2019 年，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目标，即“在新中
国成立百年之际全面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
代化，并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固与
优势的显著体现”[7]。这显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成为新时代党和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紧迫任
务。为实现理想的生态管理效果，必须不断推动
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三）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关键在于我国生态环境
管理成效及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达成。十八大
时，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布局，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改革、发展与现代化的
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新发
展理念，加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效，开辟了环境保护的新领域[8]。
在全球生态挑战、频繁的气候灾害、严重的环境
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面前，党和政府响应民众
对清洁环境和健康生态的需求，探索绿色、低碳
和循环的发展路径，这标志着对未来人类文明
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总结：
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各国

的目标。历史表明，适应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才能
成功。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及传统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相比，展现了其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根本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
势、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和和平发展的文明优势。
我们需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此促进生态文
明的发展，探索更适合中国的生态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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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形成
于隋唐，盛于明清，庆祝仪式也渐从早期迷信禁忌过渡到
全民享受的娱乐活动。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元宵节在文学中多有书写，境遇不同的文人通过抒写其
特定节日，极大丰富了精神生活，展示了时代风貌。

关键词：元宵节；想象；文学书写
任何一个语词不仅是以其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它同

时也以一种语义场的方式存在着，连结着许多‘不在现
场’但暗中伴随着它的各类语词。元宵节的文学书写联系
着众多语义想象场景，正如蒲安迪指出：“元宵节在明清
小说家的眼里特别富有魅力。[1]”

一、火树银花不夜天
自古以来元宵节就是酒神式狂欢的日子，上至达官

贵人下至三教九流无不纵情肆意，以狂乱的原始冲动突
破了理性、冷静的儒家教诲。充满灯光、烟火、歌声、舞蹈的
元宵节图景自隋唐以来在相关的文学描写中比比皆是。

每至元宵节，家家户户必定张灯结彩，灯成为节日必
不可少的点缀，也是最常见的文学意象。宋代以后，灯的
式样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由彩灯堆砌的宏大鳌山“对咫
尺鳌山、开羽扇”，黄河九曲灯“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
杂灯，地广二亩，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
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也”[2]，走马灯“若沙戏影灯，马骑
人物，旋转如飞”[3]，此外还有鸟兽灯、花果灯、龙形灯、冰
灯，灯上绘画也异彩纷呈，有人物故事、梅兰竹菊、虫鱼鸟
兽、十二生肖等。除花灯之外，音乐与舞蹈也颇为重要。唐
人诗人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记载了踏歌，参加者围成
圆圈或排列成行，互相牵手或搭肩，边歌边舞。

元宵节既是神圣化的时间片段，又是古人打破枯燥
烦闷生活忘却贵贱之分的玩乐夜晚。文人以极为渲染的
手法，描写节日的热闹与人民的欢畅。火树银花、盛陈百
戏、君臣同乐构成了元宵节“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热闹氛
围，表现了古代人民“娱神又娱人”的节庆态度。

二、疾苦相思感伤时
宋代以来，男女防闲渐紧，而元宵节男女杂沓，无所

禁避。然而节日一旦结束，男女双方便陷入了离别的状
态，吟咏相思遂成为元宵节文学书写的另一个重要向度。

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词的
上阕回忆从前元宵时节幸福的幽会场景。花灯把街市照
耀得如白天一般明亮，月亮升起在柳树梢头，男女于黄昏
后倾诉衷肠。花灯、月、柳、黄昏都成了两情相悦的见证，
真情与美景结合，展现了朦胧清幽的意境。词的下阕转写
今日元夜的落寞。“月与灯依旧”与“不见去年人”相对照，
月色依旧美好，灯市依旧灿如昼，环境未曾有丝毫改变，
只是物是人非。昔年感情的见证如今在主人公眼中不过
是伤感的催化剂，引出旧情难续的哀伤。

文学作品中的元宵节是多维的，或是以嘉年华的手
法渲染铺张火树银花的盛大场面，或是借以元宵节的开
放性与狂欢性描绘男女的相思之情，表达自身的真实情
感追求。

三、江山易改忆往昔
同样的节庆场景透过时间的差异连接起两个不同的

空间，今昔对比、江山易改，描摹出多少沧桑之感，大有白
头宫女闲话天宝旧事的寥落。

南渡词人大抵出生于国泰民安的北宋中期，而靖康
之变粉碎了他们吟诗作对、舞风弄月的美梦，揭开了疲于
奔命的困顿人生。文人们饱尝辛酸、睹物思人，将自己对
国家、社会、民生的责任与关怀融于作品中，大大拔高了
意境格调。以元宵节庆诗词来讲，其情感基调骤然发生变
化，以往的歌舞樽前、火树银花被仓促窘困、感时伤逝、重
整河山所代替。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词的上
阕表明自己珍视在南郑时的从军生活。可是笔锋急转直
下，调任成都无疑是将自己誓要抗金的意愿置于冷宫之
中，纵有雄才大略也抵不过皇命难违，“人误许”并非自
谦，而是对朝廷主和派的控诉。词的下阕与上阕形成鲜明
的对比。一句“何事又作南来”，蕴藏词人无限的悲愤与质
问，为什么要离开南郑前来成都呢，难道是为了逛重阳节
的药市，看元宵节的灯山吗？词人面对不谙时局动荡，沉
溺于奢侈享乐的后方官员民众，不禁悲从中来，这里的人
们早已忘记国破山河的耻辱。但他力求超越，即使惋惜也
做出坚定的回答：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大事从不由上天
安排，封侯列土是要靠自己去奋斗的。“闻歌”勾连药市、
灯山四句，以今昔对比之景贯穿全词，重阳节、元宵节的
盛大庆祝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国家强盛时，盛大的庆祝活动是彰显人民生活水平
的指标，国破家亡时却最难的追忆。从前元宵热闹的场景
与当下衰败相对照，通过承载历史沧桑变化的景致使文
人的情感在追溯的过程中不断生发。

元宵节文学书写多为呈现节日庆祝，以鎏金错彩之
笔勾勒狂欢的场面，其主要元素大多为花灯、乐舞、百戏，
闪烁着强盛王朝自信的魅力。描绘男女相思之情在表现
社会生态的同时也彰显出人性之美。在经历离乱之后，元
宵节文学创作的表现方式和情感大有变化，文人们更注
重将国家大视野放于作品中，拔高了作品的内涵。

参考文献:[1]蒲安迪. 敘中国 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82.[2]（宋）柳永.倾杯乐·禁漏花深.（清）沈辰垣历代诗
余·卷八十四[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31.[3]（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M].明崇祯刻本，42.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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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夜未眠———元宵节文学书写的三个向度
姻 刘 波

摘要：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
计人才培养，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艺术设
计思维和创新潜能，亦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为此要建立
与传统工艺制作、传统文化展览策划等
活动密切相关的实践项目，以促进学生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开设专
门的传统文化艺术设计课程，引导学生
通过实践项目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设
计实践中；与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合作，
为学生提供参与文物修复、传统手工艺
传承等实践机会，促进传统文化元素在
设计实践中的应用和传承，从而切实推
进传统文化元素与艺术设计人才培养
的相融。

关键词：传统文化元素；艺术设计
人才培养；实践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民族
的精神支柱和文化根基，传统文化在现
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而艺
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则是传统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将深入探讨传
统文化元素如何融入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的实践进路，以期为传统文化传承与
创新以及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提供新
的思路和方法。

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人
才培养的意义

（一）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艺术设计
思维和创新潜能

传统文化元素在艺术设计教育中
的融入，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艺术创
造思维，而且可以促进其创新能力的
激发。一方面，传统文化元素具备独到
的美学价值与丰富的历史积淀，将其
融入艺术设计教育，学生在探索传统
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能吸收丰富的
创意灵感，将经典元素与现代设计哲
学相融合，塑造出既富文化层次又符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另一方
面，融合传统文化素材还助力学生开
拓创新思维。在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
解析与重构时，学生需深入思考与创
新，这不仅锻炼了其艺术设计技巧，更
提高了将经典元素现代化的能力。此
类创新为艺术设计领域注入了新鲜活

力，也为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铺设了
坚实的技能基础。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和国家认同感

引入传统文化元素，也可以显著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在全球
化的今天，在艺术设计教育中深入引导
和拓展学生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认识，可
以使学生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的根源，建
立起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认同，且这种
自信不仅会展现在艺术作品中，还会体
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交行为上，从
而使其自觉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及
继承人[1]。

总之，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融入，不只会在技术和技能
的传授上有所作为，更在塑造学生的思
维方式、文化认同与社会责任感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与当代艺术设计紧
密相连的动力源泉，并为社会的持续进
步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和灵感。

二、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人
才培养的实践进路

（一）建立与传统工艺制作、传统文
化展览策划等活动密切相关的实践项
目，以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
和应用

高校可组织学生参与传统工艺制
作的实践活动，例如，举办传统手工
艺工作坊，让学生学习和体验传统工
艺的制作过程。同时，可组织学生参
观传统文化展览，或者邀请相关专家
举办讲座，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理
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入了解
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更好地
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人才培
养中[2]。

（二）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艺术设
计课程，引导学生通过实践项目将传统
文化元素融入设计实践中

高校可设计专门的课程内容，尤其
是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艺术特点和表现
形式等方面的内容展开学习。同时，要
开展与之相关的实践项目，比如教师可
以要求学生以传统文化元素为设计灵

感，创作相关艺术设计作品，例如绘画、
雕塑、服装设计等[3]。通过这样的实践项
目，学生能将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应用
到具体的设计实践中，从而实现对传统
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

（三）与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合作，为
学生提供参与文物修复、传统手工艺传
承等实践机会，促进传统文化元素在设
计实践中的应用和传承

高校可与相关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传统文化传承
与保护工作，例如，组织学生参与文物
修复、传统手工艺传承等项目，引导他
们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并自
觉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设计实
践中，以便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
出贡献。

三、结语
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象征和

文化遗存，其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融
合，不仅拓宽了学生的思考视野和创新
能力，还提升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
与自信。本文详细探讨了将传统文化元
素融入艺术设计教育的重要性和具体
进路，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以期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
深层意义及其价值，并将这些理念应用
于自身的设计项目中。这不只是有助于
推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还有助于
丰富艺术设计教育的路径和内容。相信
随着对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人
才培养意义的深入认识和实践进路的
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将会持续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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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赋能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建设，有助
于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加强决策的科学性，以及优化信用
风险管理。本文探讨了构建数据采集和处理机制、创新信
用评价模型，以及完善信用监管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路
径，推动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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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数据已成为推动各行

各业革新的关键力量。在民办高校教育领域，利用大数据
技术构建教育信用体系不仅是提升教育质量和管理效率
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民办高校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本文
旨在探讨大数据如何赋能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建设，
以揭示其应用价值和实践路径。

一、大数据赋能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一）提升信息的准确性
大数据技术能显著提高教育信息的准确性，为构建

信用体系奠定了基础。在传统管理模式中，学生信息往往
靠手动记录和传输，容易产生错误和延误。大数据技术通
过自动化收集、实时更新学生的学习行为、成绩、参与度
等信息，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决策的科学性
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可反映学生行为与

学习成果之间的关系，为民办高校管理和教学提供科学
的决策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有助于民办高校
精准识别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如课程难度、学生参与度不
足等，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

（三）优化信用风险管理
在教育信用体系中，有效的风险管理是保障体系稳

定运行的关键。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民办高校实现早
期风险识别和预防工作，尤其在识别学生学业困难、不
诚信行为等潜在风险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1]。通过对学生
行为数据的分析，民办高校可以及时发现异常问题，从而
采取预防措施。

二、大数据赋能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建设的多元路径
（一）构建数据采集和处理机制
在大数据时代，民办高校教育信用体系建设需要构

建高效、可靠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机制，从多样化的数据源
中自动收集教育活动相关的数据，并通过高级数据处理
和分析技术，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以支持教
育决策和信用管理[2]。数据采集要覆盖广泛的数据源，包
括学生的学习管理系统（LMS）活动数据、在线课程互动数
据、图书馆使用数据、参与校内外活动记录等。这些数据
不仅能反映学生学习行为和成绩表现、实践参与度、社交
互动和个人发展等多维度的信息。同时，民办高校应投入
资源开发或引入先进的数据采集技术和工具，如学习分

析平台和学生信息系统，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实时性。此
外，数据处理和分析机制的构建是提升数据价值的关键
步骤，利用数据的收集、整合和存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和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以识别出学
生学习的偏好模式和发展趋势，评估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预测学生的未来表现和信用风险。

（二）创新信用评价模型
创新的信用评价模型要收集整合学生的学术成绩、

课堂参与度、社会实践活动、道德行为等多方面的数据。
例如，分析学生在线学习平台的互动记录，可以评估其学
习积极性和合作能力；通过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的
参与记录，可以评价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精神。这些
多维度的评价指标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信用状况[3]。大数据技术支持的信用评价模型要持续动态
更新和自我优化。民办高校要持续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根
据新的数据和反馈实时调整评价指标和权重，使评价结
果更加精准和及时。

（三）完善信用监管和激励机制
在监管方面，应设定信用指标和阈值，自动识别异常

情况，并透明公开信用记录，以提升内部信任度和公平
性。同时，建立合理激励机制，促进学生和教师维护良好
信用。为加强教师信用意识和素养，开展涵盖学术诚信、
教学道德的培训活动，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促进与学生良
好互动，为构建诚信文化和优质教育环境提供支持。

三、结语
大数据在促进民办教育信息的准确性、决策的科学

性和信用风险的优化管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技术
的不断进步和教育需求的不断演变，大数据在教育信用体
系建设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为了充分发挥大数据的潜
力，民办高校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和
应用机制，为学生提供公平、透明、高效的学习环境，为社
会培养出更多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信用意识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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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行动学习在干
部教育培训中的应用及其意义。秉持

“在干中学，在学中干”的理念，强调实
践与学习的紧密结合，从而提高干部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文章就如何设计有
效的行动学习项目、如何促进学员间的
交流与合作、如何评估行动学习的效果
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思考，旨在为干部
教育培训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行动学习；干部教育培训
对于新时代干部，拥有卓越的学习

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养。这不仅直接
关系到干部职责的履行，更关系到服务
人民群众的质量。当前，世界正值新一
轮动荡变革期，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
存，不确定性及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多。
针对干部群体，加强党性教育、理论教
育，提高履职能力的培训需求日益迫
切。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要切实提高党
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行动学习作为创新性较强的学习
法，其应用探索和发展研究在干部教育
培训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行动学习含义概述
行动学习，这一概念起源于 20 世

纪 60 年代，其理论基础由英国物理学
家雷格·瑞文斯提出，具体体现在他的L=P+Q 理论中。在此理论中，L 代表学
习 （Learning），P 代 表 程 序 化 学 习

（Programmed Learning），Q 代表质疑性
提问（Questioning）。这一理论主张，通过
将程序化学习与质疑性提问相结合，能
有效地推动学习过程。瑞文斯认为，现
代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为传授结构性
知识，然而，这种方式无法适应知识更
新速度日益加快的现状。因此，他提倡
学习者主动探索新领域，提出具有洞察
力的问题，并运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将
传统知识传授与新型行动学习法相结
合，以期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构成行动学习的基本步骤为：首
先，明确目标和问题，如提升特定技能

或解决实际问题；其次，组建学习团队，
选择具备相关经验和知识的成员，形成
一个多元化的团队，以便从不同角度思
考和解决问题；然后，采取行动和研究，
制定行动计划并执行，同时持续跟踪、
评估和反馈行动结果，不断优化解决方
案；最后，总结与反思，对整个行动学习过
程进行总结，提炼经验教训，并反思个人
在行动过程中的收获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行动学习在我国干部教育培训
中的应用价值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中央
组织部培训中心在甘肃、青海、四川、内
蒙古、广西等地区，紧密结合我国本土
实际，充分吸纳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
广泛开展行动学习的教学实践，成效显
著。这些行动学习项目以解决地区发展
重难点问题为核心内容，培养了一批勇
于担当、敢于创新、擅长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这
一举措成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改
革探索的突出亮点。

行动学习在干部教育培训领域的
应用价值：其一，有助于解决或部分解
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成果落
地；其二，其经验可供传播与借鉴，让广
大群众切实感受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实
际成效；其三，行动学习倡导在理论学
习的过程中推动学员实践能力的提升，
并以实践成果作为评估学员是否切实
将所学应用于实际的准则；其四，明确
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导向，增强干部应
对复杂问题的信心；其五，强化干部团
队协作能力，对构建学习型组织、提升
团队凝聚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组织行动学
习应关注的问题

中共中央已印发《全国干部教育培
训规划（2023~2027 年）》，其中在改进培
训方式方法方面提出“推行结构化研
讨、行动学习等研究式学习”的明确要
求。行动学习强调实践与反思相结合，

倡导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尊重学
员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紧密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制
定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培训方案。在组
织行动学习之前，要深入调查研究，充
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指导作用，
了解学员的工作需求，制定科学的培训
计划，确保培训内容贴合工作实际。此
外，还要注重培训师资的选拔和配备，
以保证培训质量。

第二，采用多样化培训方式，提高
干部学员在发现、解决问题以及实践与
反思等方面的能力。倡导采用案例分
析、模拟演练、团队讨论、小组合作等多
种培训方法，让学员在互动中分享经
验、相互学习。要关注学员的学习进度
和需求，针对出现困难和问题，及时提
供指导和帮助。

第三，构建全方位培训效果评价体
系，加强对培训成果的跟踪与评估，确
保培训成果的转化。兼顾过程评价与结
果评价，评价内容涵盖干部学员的理论
素养、学习态度、沟通合作、问题处理等
各个方面，形成指导、反思、解决、跟进
的长效机制，保障干部学员在问题复
盘、经验落实、总结提升等实践能力方
面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行动学习在干部教育培
训中的应用，需与多种教学方式相互补
充、充分结合，发挥干部学员的主体性、
教师的主导性、团队的协作性、实践的
有效性，从而实现教学相长，优化干部
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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