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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帆竞发，百舸争流。2023 年盛
夏，来自全疆的青少年体育健儿在自治
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上乘风破浪、突破自
我，以奋斗为曲，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
乐章。

竞技体育展风采

这一创下自治区运动会“组别设置
最全、项目设置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历
史的体育盛宴，8月 15日圆满完成各项
赛事任务，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
勒市巴音体育馆落下帷幕。

在历时分时段、分赛区的35个竞赛
日里，来自天山南北14个地州市及石河
子市的7654名运动员、教练员，在田径、
游泳、足球等20个大项、687个小项的竞
赛中，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体
育精神，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留下了一
个个令人动容而难忘的瞬间。

巴州游泳队远赴河北封训14个月，
为家乡获得包括 14枚金牌在内的 31枚
沉甸甸的奖牌；昌吉女孩牛娜娜在女子
U20组5000米比赛中，穿一只跑鞋成功
夺冠，心中只为不辜负多年努力及教
练、父母的期望；乌鲁木齐市小将岳皓
天，在男子U18组110米栏预赛、决赛中
两次刷新自治区纪录，入选国家少年田
径队的他，不断追随着偶像刘翔的脚

印；喀什市的乒乓少年阿布杜萨拉
木·艾斯卡尔尽管输了比赛，但却收获
了友谊与练好乒乓球的坚定信心……

本届运动会共产生826枚金牌、640
枚银牌、861枚铜牌，在田径、射击、射箭等
比赛中共有51人次打破了27项自治区纪
录，涌现出一批潜力十足的后备人才。

各族体育健儿在比赛中尊重对手、
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虚心学习、相互交
流，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
收，向全疆各族群众呈现了一场青春、
团结、友谊和文化交流的盛会。

走下领奖台，成绩已成为过去。据
了解，本届运动会结束后，自治区体育
局各训练单位决定遴选506名运动员组
织集训或参加训练营，未来将会补充到
新疆各支专业队伍梯队中，为更高的目
标而努力。

全民健身享成果

本届运动会除高水平的竞技比赛
外，还创新办赛理念，充分发挥竞技体
育的带动效应，引领全民健身，首次增
设了群众体育赛事活动。

伊宁市体育场举行的足球赛，观众
场场爆满；全疆和球爱好者齐聚和田
全民健身中心，推广这一新兴运动；乌
鲁木齐市的社区运动会，吸引社区居
民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全疆
社会体育指导员共聚库尔勒，开展技能

交流展示大会……
以“喜迎十四运，大家齐参与”为主

题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设置了群众参
与度高、广泛性强、基础性好的 38个大
项、195 个小项的传统赛事活动及群众
比赛项目，比赛地点覆盖全疆14个地州
市，累计参赛人数13000余人。

此外，全疆各地围绕“全民健身日”
和“体育宣传周”纷纷举行体育赛事、体
育展演等主题活动，推广体育运动项
目，积极向各族群众宣传体育法、进行
科学健身指导、普及训练方法与康复手
段等。

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在
全疆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各族
群众纷纷走进体育场馆、广场、公园，在
参与全民健身运动中，促进了交往交流
交融，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掌握科学
健身方法，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全民
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实现了运动会
成果惠及全区各族群众。

高效办赛聚人气

对于本届运动会的东道主，首次承
办全疆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型运
动会的巴州来说，这也是一次集中展示
巴州整体形象、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全
面提升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加快
文化体育强州建设的重大机遇。

遵循“安全、简约、高效、精彩”的办

赛理念，巴州对涉及运动会 4个赛区的
19个竞赛场馆实施了提升改造，对相关
县市的道路、建筑等设施进行了美化、
绿化、净化、亮化。

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严要
求，统筹协调全州接待保障资源，招募
3000 余名志愿者，他们在接待宾馆、车
辆保障、场地器材、医疗卫生、安全保卫
等各项保障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心血。

保障赛事的同时，巴州还充分利用
户外电子大屏、广告牌、公交车、出租车
等移动载体积极宣传本届运动会。孔
雀河畔、街头巷尾，自治区十四运成为
各族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

巴州各族干部群众发扬敢于拼搏、
无私奉献的作风，精神饱满、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筹备保障工作，以最佳城市
环境、最佳精神面貌，不负重托，圆满
完成运动会各项工作，为全疆各族干
部群众呈现了一届高水平、高质量的
体育盛会。

精彩的盛会已闭幕，但新疆体育的
发展还在路上。自治区体育局党组书
记丁有明表示，将以此次运动会的成功
举办为新起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推动体育
各项事业提质升级，为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
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
贡献体育力量。 （据《新疆日报》）

新疆体育新起点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成果丰硕

现场教学是以特定的教学点
为载体，让学员深入现场，身临其
境，激发学习热情，其具有互动性、
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近些年已
成为提升党校教学的重要抓手，深
受基层党校的关注。

一、提升基层党校现场教学的
重要性

（一）适应新时代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的现实需要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2019—
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中特
别指出，要灵活运用讲授式、研讨
式、模拟式、互动式、观摩式、体验式
等教学方式，探索“课堂+基地”实训
模式，增强教育培训的吸引力、感染
力。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开展现场教
学，一定程度上是契合《规划》中对

“丰富教学方式”的要求。同时《规
划》提出“加强和规范乡镇、街道等
基层党校和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现
场教学点建设”，关注到现场教学，
其既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又
符合当前党员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和专业化的成长规律。

（二）提升基层党校办学质量
的客观需要

质量立校是全面提升党校办
学水平的重要抓手。随着党校办
学不断面临的新形势，基层党校教
学方式的创新迫在眉睫，现场教学
打破了教师在课堂讲授的固定模
式，更加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教学
内容更加丰富，载体更加灵活，呈
现出的教学效果也更佳，教师与学
员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能达
到教学相长的效果。基层党校教
师既是现场教学组织者、管理者，
又是实施者，但由于客观环境、不
可控因素的干扰也时有存在，因此
对参与此项工作的教师综合能力

要求更高，教师在多次现场教学中
得到锻炼，有助于基层党校办学质
量的提升。

（三）践行党校初心使命的迫
切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党
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为
党育人，为党献策”进行了深刻的阐
释。现场教学方式就是组织学员深
入一线，开展实践调研，整个教学过
程都离不开“研究”这个关键词，让
学员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通过
细心观察、互动交流、问题讨论、亲
身经历，能为学员提供工作思路和
工作方法，启发学员进行更加深入
的思考，进而为推动工作进行建言
献策。现场教学同样能让学员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有所提高，培养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更好应
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变化，为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
践而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为党献策、
为党分忧的迫切需要。

二、基层党校现场教学存在的
不足

（一）现场教学课程理论讲授
深度不够

合理的课程设计是现场教学
成功的前提。党校现场教学课程
不同于讲解员的日常讲解，讲解员
注重讲清楚“是什么”，而党校教师
注重挖掘“为什么”，现象背后的深
层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以及总结提
炼对当代的现实启示。笔者在调

研多个现场教学点后，发现现场教
学环节设置形式多样，但讲解员和
党校教师的现场教学课程的理论
深度不够，对事物的发展脉络起始
讲述较为生动详细，对其背后的

“所以然”琢磨不够，理论支撑不
强，课后总结提升高度不够，虽能
让学员在情感上有共鸣，但只能停
留在“感动一阵子”的表层，难以实
现“铭记一辈子”的教学效果。

（二）聚焦现实问题答疑释惑
不深

问题导向是现场教学富有生
命力的体现。党校现场教学不同
于景点的参观，有着周密的教学
环节，明确的教学任务。但在实
践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党校现场
教学课程同现实中的热难点问题
结合不紧密，课前对学员情况的
调查研究不充分，现场教学点一
手资料的深入研究和运用不够高
效，在反复推敲让讲稿更有吸引
力上下的功夫不深，问题意识不
够突出，有些有一定问题意识，但
与现场教学活动的主题不够聚
焦，使学员不能在现场教学过程
中找到答案，教师对于学员在现
场教学过程中提出问题的解疑释
惑的知识储备不够，聚焦现实问
题的答疑不深不透。

（三）教师综合能力参差不齐
教师较强的综合能力是提升

现场教学质量的关键。在现场教
学中，教师现场讲解能力水平的高

低、情感把控到位与否，重难点把
握是否准确，对该地经济社会、人
文历史等要素是否熟悉，都会直接
影响到现场教学的效果。所以，需
要教师课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明
确现场教学的基本环节和教学要
点，拥有引人入胜的语言表达能
力，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以及无私
奉献的敬业精神。但目前，基层党
校从事现场教学的师资力量相对
薄弱，综合能力不强，培养锻炼机
制不健全，部分基层教师的授课方
式、语言表达等不能抓住学员的关
注点，对教学模式的转化和创新实
践较少，这些都是影响党校现场教
学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三、提升基层党校现场教学能
力的发展路径

（一）用学理框架支撑教学内容
“党校教员要用学术讲政治”

是2017年中央党校提出的教学理
念，其中找准学术接口和构建学
理框架是该教学理念的丰富内
涵。基层党校教师提升现场教学
能力，讲好课程内容，需要通过无
声的现场资源和有声的语言转换
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并结合现
场教学特定内容搭建学理框架，
以规范的学术表达总结凝练教学
实践，用学理阐释清楚党的最新理
论和中央及地方的战略决策部署，
将抽象的理论讲清楚，将深刻的道
理讲明白，用学理分析阐释先进地
区实践的发展路径，让受教育的基

层干部能准确把握背后的“知其所
以然”。实践表明，提升现场教学
效果，必须在教育内容上体现学理
性，提炼寻找理论和现实的结合
点，让教学内容更有深度。

（二）用理论回应答疑现实问题
理论教育和党校教育离不开

特定的现实环境和生活，要在现场
教学中聚焦理论困惑和现实问
题。党校教师要敢于回应学员对
社会难点存在的问题、对学员现有
知识存在误解的问题、对学员不知
道如何分析论证的问题。因而在
现场教学中，要突出问题导向，教
育引导学员用相应理论去解决存
在的问题；要积极对学员存在的问
题进行理论点拨和思想升华，通过
辨析明理、思想共享、课题研究等
发挥解疑释惑的作用，尽可能消除
学员思想和现实中的“疙瘩”。让
其切身感受到理论的科学性和真
理性，使学员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
坚定，进而达到党性教育入情入
理、入脑入心的目标。

（三）用师资培养打造专职队伍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现场

教学专职师资队伍是党校教学改
革创新的关键。要加大鼓励骨干
教师对提升现场教学质量的研究，
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成立课题研
究小组，组建调研团队，明确调研任
务，力争调研理论成果推动现场教
学的创新实践。邀请内地长期从事
现场教学的专家进行专题授课、答
疑释惑、补齐短板，赋能提升。结合
实际制定专职教师培养机制，通过
集体备课、模拟带班、赴疆内外优秀
现场教学基地观摩学习等方式，培
养出一批专职适合现场教学的理
论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具有
一定组织协调、现场驾驭能力和总
结提炼能力的师资队伍。

提升基层党校现场教学能力的思考
中共和静县委党校 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