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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2017〕87号

关于举办“党务干部能力提升”等两个专题

网络培训班的通知

各党总支:

根据 2017 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安排，为进一步提升我校干

部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决定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合举办

“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和“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

络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1.“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目的：进

一步明确党务干部工作职责，精准把握党组织工作规范，提高党

务干部政治理论素养，增强党务干部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观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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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一支服务意识强、服务作风好、服务水平高的党务干部队

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为推进我校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

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目的：引导干部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深刻认识

党中央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增强干部理论素养，全

面提升其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二、培训对象及名额分配

1.“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对象：党

总支书记、副书记、各总支委员、党总支秘书、党支部书记、各

支部委员等党务工作者。每个党总支推荐 2 名。

2.“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

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对象：科级（含副科）及

以上干部。每个学院党总支可推荐 2 名，后勤党总支、机关党支

部各推荐 1 名。

三、培训时间

培训学习时长为 2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另行通知。

四、培训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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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平台组织实施，培训期

间参训学员在相关网络学院进行注册，登录后绑定学习卡卡号，

即可参加培训学习。培训分为课程学习、交流研讨、心得撰写等

环节，参训学员有组织地在网上自主学习（具体详见附件 2-4）。

培训结束后，学校党校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分别向考核合格

的参训学员发放“结业证书”和“学时证明”，作为本次培训的

证明归入相关档案。

五、培训费用

“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经费由学校

留存的补交党费统一支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班培训经费

由学校党校培训经费统一支出。

六、有关要求

请各党总支按要求做好各培训班次参训学员遴选推荐工作。

要合理安排各班次参学人员，避免重复调训。参学人员一经确定，

无特殊情况不予变动。本次干部网络培训将作为二级单位 2017

年度党建考核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请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前，将报名表（须经基层组织负责

人签字、同意）报组织部 614 办公室（电子版发组织部邮箱

szxyzzb@163.com）。

联系人：张玮，电话：2871018

mailto:电子版发组织部邮箱szxyzzb@163.com
mailto:电子版发组织部邮箱szxyz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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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宿州学院 2017 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有关干部教育

培训班次报名表

2. 关于组织开展“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

络培训班的通知（国教院函字〔2017〕16 号）

3. 关于组织开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国

教院函字〔2017〕17 号）

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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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宿州学院 2017 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班次报名表

填报单位： 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17 年 月 日

培训班次 姓 名
性

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

称）
手 机 身份证号码

国家

教育

行政

学院

“高校党务干部
能力提升”专题
网络培训班

“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全
面提升高校干部
能力素质”专题
网络培训班

说明：

1、请将此表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前报组织部，过时不予统计。

2、各班次参训人员要求、培训内容及形式，请参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通知》（国教院函字〔2017〕16、17 号）。

3、本表电子表格可在“党建信息群（36295032）”下载。
4、本表电子表格请发组织部邮箱（szxyzzb@163.com）。联系人：张玮。

mailto:电子版发组织部邮箱szxyzzb@163.com


附件 2

国教院函字〔2017〕16 号

关于组织开展“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

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

〔2016〕31 号）、《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推进高等学校“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意见》（教党〔2017〕

22 号）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

部建设的意见》（教党〔2017〕41 号）文件要求，提升高校

党务干部的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决定开展

“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为进一步明确党务干部工作职责，精准把握党组织工作

规范，提高党务干部政治理论素养，增强党务干部的政治意

识和组织观念，着力培养一支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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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带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党务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培训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独

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各二级党组织书记

（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党务工作者（含专任教师）。

三、培训时间

本次专题培训学习时长为 3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由参训

单位自主确定。

四、培训内容与形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平台组织实

施，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

a.edu.cn）进行注册，登录后绑定学习卡卡号，即可参加培

训学习活动。培训分为课程学习、交流研讨、心得撰写、在

线测试四个环节，参训学员有组织地在网上自主学习。

1.课程学习：本次培训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党务工作制度机制保障”“党务工作管理方法”“高

校改革与发展”“工作案例与先进典型”五个课程模块。参

训学员在培训期间须完成 25 学时（45 分钟/学时）的视频课

程学习任务。

2.交流研讨：参训学员在班级管理员的组织下，结合工

作体会和培训心得进行网上集中研讨。此外，中国教育干部



- 8 -

网络学院论坛将设立主题研讨区，参训学员可在论坛内与全

国范围内的同行进行广泛地交流与互动，分享学习成果。

3.心得撰写：参训学员须结合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自

身工作实际，撰写一篇 1500 字左右的学习心得体会，作为

本次培训的成果。

4.在线测试：参训学员在完成课程学时考核要求后参加

在线测试，试题涵盖培训课程内容及党务工作知识，测试成

绩须不低于 60 分。

培训结束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向考核合格的参训学员

发放学时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其纳入相关档案，学习时长计

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含课程开发、组织管理、教学服务、平台使用、

带宽支持、学时证明等费用）200 元/人，费用以高校为单位

按下列账号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 号：0200053009008801215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六、报名事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可统筹安排，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各高校可自

主报名，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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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培训活动，每班原则上不少于 30 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各高校收到通知即可组织报名，填写培训报名表（详

见附件），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联系人：张志华

电 话：010-69205993，69248888 转 3351

邮 箱：F2008@vip.163.com

传 真：010-69249580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 号

邮 编：102617

附件：1.“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名表

2.“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017 年8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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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报名表

培训需求

单 位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参训对象

联系方式

负责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联系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部门）盖章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认真填写此表，并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联系，以便尽快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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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高校党务干部能力提升”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职务职称

学习
习近
平总
书记
系列
重要
讲话

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精神 王光彦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指南—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精神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
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
秘书长

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韩庆祥
等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
研部主任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颜晓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之路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党务
工作
制度
机制
保障

党章知识选粹（共 33 集） 微 课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解
读 微 课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必须着力把握的几
个重大问题 王光彦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副司长

凝心聚力抓党建 追赶超越创一流 董小龙 中共陕西省委高等教育工作委员
会书记

如何做一名优秀的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 陈燕楠 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和干部测评
中心主任

加强高校党支部建设，构筑坚强的政治堡垒 张维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常务副书记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刘 春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巡视员

新形势下开好民主生活会的重要遵循 石国亮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教授

以“严”和“实”的精神坚持“三会一课” 龚 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部研究员

高校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机制创新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党务
工作
管理
方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解析 张太原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
国现代政党史教研室主任

领导干部必备的党务工作能力系列微课：

系列
微课

会议技巧

问题解决能力

时间管理

党群沟通

演讲技巧

危机公关处理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系列微课：
党的基层组织设置

系列
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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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
工作
管理
方法

党支部工作

系列
微课

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党务公开制度

党员管理工作系列微课：

系列
微课

党员管理

学会党员目标管理五步法

如何收缴党费？

评选优秀党员的条件及基本程序

如何民主评议党员？

三重关心三个机制 做好服务党员工作

廉洁自律和纪律处分系列微课：

系列
微课

党的纪律处分的种类

党的纪律处分的运用规则

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党的纪律处分的其他规定知多少

7个程序处分违纪党员

高校
改革
与
发展

经济新常态与本专科教育改革 陈 锋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主任

国内外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周满生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

双创教育与大学开放的未来 赵 继 东北大学校长

地方高校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内涵建设
与特色发展的探索和体会 薛安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新型大学新思考：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的改革与实践 蔡敬民 合肥学院党委书记

一张蓝图干到底 打造两张新名片——北航能
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双一流”建设的思考 丁水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学院（国家试点学院）院长

工作
案例
与
先进
典型

凝聚支部力量 为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坚
强保障 杨 巍 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师

生联合党支部书记

顶天立地谈信仰 徐 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
院党委副书记

高校党组织书记工作案例（江苏篇） 纪录片

高校党组织书记工作案例（山东篇） 纪录片

高校党组织书记工作案例（陕西篇） 纪录片

纪录片：杨善洲 纪录片

周恩来的家风家规 纪录片

说明：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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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教院函字〔2017〕17 号

关于组织开展“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干部能力素质”

专题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历次全会精神，贯

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3-2017 年全国干部教

育培训规划》（中发〔2013〕8 号）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教党〔2017〕39 号）有关要

求，全面提升高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决定开展“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

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1.引导高校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

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深刻认识党中央对教育改革

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

2.增强高校干部理论素养，全面提升其工作能力和综合

素质，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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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推进实现教育现代化，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二、培训对象

普通高等学校（含全日制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独

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科级（含副职）及

以上干部。

三、培训时间

本次培训学习时长为 3 个月，具体开班时间由参训单位

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协商确定。

四、培训内容与形式

本次培训依托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培训平台组织实

施，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www.enaea.ed

u.cn）进行注册，登录后绑定学习卡卡号，即可参加培训学

习。培训分为课程学习、交流研讨、心得撰写三个环节，参

训学员有组织地在网上自主学习。

1.课程学习：本次培训课程设“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加强党性修养”“把握宏观战略”“提高工作能力”“提

升领导素养”五个模块，参训学员根据需求选择相关课程学习。

依据《2013-2017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关于党

政干部网络培训量化指标“处级干部每人每年达到的学时数

不低于 50，科级及以下干部每人每年达到的学时数不低于

80”的要求，参训学员须完成不少于 30 学时（45 分钟/学时）

的视频课程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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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研讨：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在班级管理员的组织

下，结合工作体会和培训心得进行网上集中研讨。此外，中

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论坛将设立主题研讨区，参训学员可在

论坛内与全国范围内的同行进行广泛地交流与互动，分享学

习成果。

3.心得撰写：培训后期，参训学员须结合培训目标、培

训内容和自身工作实际，撰写一篇 1000 字左右的学习心得

体会，作为本次培训的成果。

培训结束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向完成培训各环节考核

要求的参训学员发放学时证明，参训单位可将其纳入相关档

案，学习时长计入继续教育培训学时。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含课程开发、组织管理、教学服务、平台使用、

带宽支持、学时证明等费用）260 元/人，费用以高校为单位

按下列账号支付：

收款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开户银行：工行北京体育场支行

账 号：0200053009008801215

联 行 号：102100005307

六、报名事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可统筹安排，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参加培训；各高校也可

自主报名。本次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培训活动，每班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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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少于 30 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行政

部门，各高校收到通知即可组织报名，填写培训报名表（附

件 1），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系。

联系人：张志华

电 话：69205993，010-69248888 转 3351

邮 箱：F2008@vip.163.com

传 真：010-69249580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清源北路 8 号

邮 编：102617

附件：1.“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

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报名表

2.“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

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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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

高校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报名表

培训需求

单 位

开班时间 参训人数

参训对象

联系方式

负责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联系人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 编

单位（部门）盖章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认真填写此表，并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联系，以便尽快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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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干部

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本科类）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职务职称

学习

习总

书记

重要

讲话

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重要

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

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颜晓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之路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关于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代表时的讲话》解读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授兼任教

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深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顾海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几点体会
周文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微课系列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实践

习近平的网络观

习近平的教育观

习近平的执政观

微 课

加强

党性

修养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高校领导干

部队伍建设
王立英 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原组长

中纪委七中全会精神解读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刘 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学习、践行十八大党章 李 民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增强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 李尧鹏 复旦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中国大国道路的精神力量之源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把握

宏观

战略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校科技工

作科学发展
杜占元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新发展，新趋势，

新举措
许 涛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

落实高校思政会精神，开创思政工作

新局面
张东刚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王定华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落实《高等教育法》与依法治校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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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落实教育“十三五”规划的几点思考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用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杨宗凯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地方高水平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王卓君 苏州大学原党委书记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国际比

较视野下的发展策略
史静寰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世界大学三大原型与双一流建设 王晓阳 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提高

工作

能力

如何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 李克实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人才测评在组织人事管理中的应用 王 瑱
国家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人才测评

办公室主任

同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徐建平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浅谈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南大

学的探索与实践
周科朝 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中国大学再认识——源于本科教学审

核评估的思考
林萍华 东南大学原副校长

志存高远 追求卓越——竺可桢学院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思考与

实践

邱利民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

院长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大力推进高校

人事综合改革

——以华中师范大学为例

任友洲 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处长

一张蓝图干到底 打造两张新名片—

—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思考
丁水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院长

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张树永 山东大学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创新工作思路 建设智慧后勤 郑广天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助理

高校消防安全现状及对策分析 纪 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级工程中心副主任

提升

领导

素养

信念、担当、实干与表率——卓越领

导干部的素质能力要求
朱谐汉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

沟通与说服的艺术 郑日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 李未柠 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应急与危机管理领导力建设 熊义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领导力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优秀传统文化与领导艺术 钟国兴 学习时报总编

领导方法改进和能力提升 颜 虹 重庆邮电大学原副校长

大数据变革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提升

系列微课
微 课

说明：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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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全面提升高校

干部能力素质”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专科类）
课程

模块
课程名称 主讲人 职务职称

学习

习总

书记

重要

讲话

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重要

指南——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

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颜晓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之路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关于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代表时的讲话》解读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教授兼任教

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深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顾海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的几点体会
周文彰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微课系列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实践

习近平的网络观

习近平的教育观

习近平的执政观

微 课

加强

党性

修养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高校领导干

部队伍建设
王立英 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原组长

中纪委七中全会精神解读 杨小军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刘 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学习、践行十八大党章 李 民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增强高校中层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 李尧鹏 复旦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中国大国道路的精神力量之源 公方彬 国防大学教授

把握

宏观

战略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校科技工

作科学发展
杜占元 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落实高校思政会精神，开创思政工作

新局面
张东刚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关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王定华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落实《高等教育法》与依法治校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

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 21 -

落实教育“十三五”规划的几点思考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职业教育质量的本质 杨 进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原所长

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的理性思考 杨 克
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党委书记、全

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指导委员会委员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7-2020）解读
孟庆国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国

培项目办主任

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

的若干思考
孙 诚 中国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

职业教育：机遇和挑战——重点和热

点问题导引
邢 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室主任

“工匠精神”：现代职业教育的灵魂 李小鲁
广东职业教育学会会长，广东省教育厅

原副厅长、巡视员

提高

工作

能力

如何选拔和培养后备干部 李克实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人才测评在组织人事管理中的应用 王 瑱
国家人事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人才测评

办公室主任

同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 徐建平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

职业教育助力区域发展的经济价值与

实现路径
胡嘉牧 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职教研专职教研员

互联网+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
戴青云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副院长

高职教师教学质量标准与评价初探 欧阳河
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原所长职成

教研究所原所长

高职院校服务产业发展的探索与思考 夏 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高职集团化办学的探索与思考 单 强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创新工作思路 建设智慧后勤 郑广天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助理

高校消防安全现状及对策分析 纪 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级工程中心副主任

提升

领导

素养

信念、担当、实干与表率——卓越领

导干部的素质能力要求
朱谐汉 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副主任

沟通与说服的艺术 郑日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新技术、新媒体、新舆论 李未柠 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应急与危机管理领导力建设 熊义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领导力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

优秀传统文化与领导艺术 钟国兴 学习时报总编

领导方法改进和能力提升 颜 虹 重庆邮电大学原副校长

大数据变革与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提升

系列微课
微 课

说明：个别课程或稍有调整，请以平台最终发布课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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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宿州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