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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培训因具有覆盖广、方式活、成本低等优势,已成为干部教

育培训的重要方式。高校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针对高校干部精准化开展网络培训提

高干部队伍素质对提升学校办学质量至关重要。大数据时代,高校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的新变化,

还存在平台建设相对还不完善、课程内容资源针对性不够、学习过程监督管理不够精细、平台数据整

合度还不高等问题。本文提出从建立干部网络培训数字化平台、强化敏捷与定制化服务策略、健全网

络培训考核反馈机制、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创新干部网络培训模式、促进相关体制机制完善等六

个方面着手推进高校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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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 trai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f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wide coverage, active 

mode and low c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t is crucial to carry out accurate network training of college cad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ad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hool runn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re are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recise 

network training of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imperfect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sufficient targeted course content resources,insufficient fin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learning process, and low integration degree of platform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precision of the network training of cad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six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digital platform of cadre network training, strengthening the agile and customized service strategy,perfecting the 

feedback mechanism of network training, accurately carrying out hierarchical and classified training, innovating 

the network training mode of cadre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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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以及《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规

划》),强调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和

管理数字化水平,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同时推

动干部教育培训供需精准匹配,以更好满足组织、岗位、干部

需求[1][2]。精准化随之成为推动网络培训体系建设的重点,大数

据赋能为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校担

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高校干部在学历、职称、

职能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高校干部队伍素质对于高校提高办

学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关重要[3]。通过大数据提升干部网络

培训工作精准化,对深入了解干部能力提升需求,深入推进干部

教育培训体系改革创新,增强教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

性、有效性,高质量教育培训高校干部,具有重大意义[4]。 

1 推进高校干部网络培训精准化的新变化 

1.1干部数据全样化。全面了解是精准化的首要前提。大

数据视域下的高校干部网络培训工作能获取和解析干部全样

化数据,即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获取干部各方面的数据资源,

包括教育背景、成长履历、技术专长、岗位职能、历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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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评价反馈等,形成对干部的全覆盖、全过程与全方位的

数据观测。 

1.2教育培训个性化。《规划》中提出对干部进行分层级分

领域分专题 展履职能力培训。利用大数据技术,了解不同干部

的岗位特点和个体差异,把握干部的专业专长和特有优势,因需

制宜,为干部个性化学习之路提供定制方案,并根据干部岗位调

整等动态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推进个性化学习。 

1.3数据呈现可视化。高校干部网络培训工作将以数据形式

进行可视化呈现。数据可视化指将数据以图表、图形等形式呈

现出来,以便于工作人员更直观地理解、分析和传达数据中的信

息,揭示数据中的模式、趋势、关联和异常。大数据时代,干部

参加各类教育培训的次数、内容、课时、评价等都会变成数据

以可视化的形式呈现,以此教育培训工作者了解数据更直观,分

析使用数据更便捷与高效。 

1.4培训情况可量化。运用大数据技术,将干部的网络学习

内容、学时、偏好、需求、评价反馈等信息变成精准数据,高校

教育培训工作者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对教育培训课程、形式、

师资等统筹布局和精准调整。 

2 推进高校干部网络培训精准化存在的问题 

干部网络培训因资源丰富、知识更新快、学习方式灵活、

学习时间自由等优势受到干部的欢迎,同时也为创新干部教育

培训方式提供了有力支持,弥补了传统干部教育培训的局限性,

特别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线下集中培训难以 展的情况下,线

上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途径。但同

时还存在平台建设相对还不完善、课程内容资源针对性不够、

学习过程监督管理不够精细、平台数据整合度还不高等问题和

不足。 

2.1平台建设相对还不完善。平台建设是精准化的基础。现

有平台在推进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发展时还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平台建设标准不一。当前,各级网络培训平台较多,由

于不同平台采用的技术架构和逻辑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它们之

间的数据资源难以实现无缝互通与共享。平台间的技术壁垒与

数据的高度分散性,共同加剧了实现精准化工作的复杂性和挑

战性,资源互通、 放共享的网络培训格局还未形成,平台间学

时互认机制还未建立。二是平台安全保障系数还需提高。一般

平台建设时多注重平台功能,针对平台安全性的建设会相对较

少,平台数据泄露等风险会提升。 

2.2课程内容资源针对性不够。高校干部类别多样,既有党

政管理干部,又有学者型干部,不同类型的干部对网络培训的资

源要求不一,关注的兴趣点也不尽相同。从现有资源看,网络培

训课程资源“一维供给”面向“多维需求”、不分类别对象“一

锅煮”等现象仍然存在,培训的精准性实效性与党中央要求、事

业发展需要、干部期待还有一定差距。课程设计上针对干部个

性化需求的相对较少,干部选择余地不大,也无法结合各高校干

部实际定制专属定向课程[5]。 

2.3学习过程监督管理不够精细。干部参加网络培训的监督

管理难度较大,检验培训质量和效果的手段不够精准精细,培训

效果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对学习过程的监督主要依靠有效学习

时长、学习积分、在线测试、撰写心得等方式,这种监督管理模

式下,有些干部因工学矛盾等因素,甚至采取外挂、刷屏等方法

作弊或者平时不学在考核前集中突击,使培训失去该有的意义。 

2.4平台数据整合度还不高。一是线上线下培训数据融合性

不高,线下培训的数据,如参训班次、已学课程、学习效果没有

集中到线上培训平台,导致平台无法反映干部个人完整培训情

况,影响培训内容的精准制定。二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深入了解

干部学习态度、参与程度、知识掌握情况等多维度信息还不够,

导致干部学习效果评估不够精准。 

3 推进高校干部网络培训精准化的提升路径 

3.1建立干部网络培训数字化平台。立足数字化统一平台,

整合优化平台功能、数据共享,强化系统数据分析能力,推动干

部教育培训数据的智慧联通。以数据分析为导向推进培训供给

侧改革,利用大数据记录干部线上学习轨迹、线下学习内容、个

人教育背景、学科背景、特点专长、工作履历、岗位职能、干

部评价反馈等信息,分析干部个体知识储备结构,了解干部能力

短板,同时加强网络课程调用分析,及时掌握课程受欢迎程度,

并以此为基点动态调整培训内容,实现个体需求和组织需求相

统一[6]。 

3.2强化敏捷与定制化服务策略。在干部网络培训领域,敏

捷性体现为高度的响应速度与灵活性。一是需要高校组织部门

提供培训时要充分适应党中央对优秀干部的 新要求及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态变化,迅速设计并上线相关网络课程,确保培训内

容紧贴时代脉搏,满足干部即时学习需求。二是利用移动端应用

和自媒体平台,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干部能够随时随地接

入学习资源,享受便捷高效的学习体验。干部干什么就学什么,

缺什么就补什么,这是干部在培训中的普遍要求和期待[7]。定制

化的精准服务能够有效满足干部个性化学习需求。[8]以“个性

化定制,因人而异”的服务模式,通过全方位收集并分析干部在

网络学习平台上的行为数据,包括学习时长、偏好课程、学习进

度、课程反馈等,绘制可量化、可评价的干部“学习图谱”。基

于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精准识别每位干部的学习特点与

需求,精准推送定制化学习资源,实现“一人一策”的精准服务,

促进学习效率与效果的双重提升。 

3.3健全网络培训考核反馈机制。一是加强面向干部本人的

综合数据展现。让干部从情感和理性双重需要上对平台产生一

定程度的“依赖”可以促进网络培训平台的发展。而平台良好

的课程资源和功能体验,以及平台对用户个人价值的尊重有助

于这种“依赖”的提升。加强干部网络培训平台个人主页设计,

让干部登录后可以看到个人的学习“画像”,能够精准提示干部

学员学习进度和方向。二是建立在线学习红黑榜通报制度,每半

年对各高校组织情况进行排名通报,将干部网络培训情况作为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指标,纳入选人用人“一体系三机制”

考核内容。要强化培训结果的评价反馈,把网络学习与推动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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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结合,大力选树、表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员典型,发挥好

示范带动作用[9][10]。 

3.4精准 展分层分类培训。 展需求调研,深入了解和把

握干部的工作范畴和思想动态,认真研讨制订培训方案,梳理干

部实际所需的培训课程。同时要分级设置网络学院权限,允许各

高校在一定范围内发布定制培训班,方便分层次、分类别进行针

对性培训。如在提升治校能力方面,可根据本科、高职不同需求

分别 设以学习借鉴“双一流”大学、“双高”建设办学治校理

念为重点的专题班。 

3.5创新干部网络培训模式。有效发挥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优势,创新干部网络教育培训模式[9],研究适合干部网络学习需

求的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等教学形式与网络培训形式的契

合点,加大案例教学资源库建设,尝试运用VR技术制作体验式、

情景式教学场景,让学员在网络课堂有身临其境之感,提升学习

趣味性,降低学习孤独感和乏味感,激发学员的学习动力[9][11]。 

3.6推进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

健全大数据管理机制。要明确界定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及应

用的全链条规范,严格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边界,并公 数据使

用状况,以法律手段遏制数据滥用行为,同时搭建起促进数据要

素顺畅流通的平台。二是构建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在确保数据

真实性的基础上,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先进技术打造坚固的

技术防护网,抵御外部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完善个人隐私保护

政策,增强公众对个人数据安全的信心。同时,提升全社会的数

据安全意识,形成对数据安全的持续关注和有效防护,共同营造

一个“安全、合法、高效”的数据使用环境,确保数据在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三是构建

平台数据互联互通体系。鉴于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跨层级、

跨部门特性,为提升培训的精准度和效率,避免资源冗余与重复

劳动,各级平台在构建过程中应着重打造数据流通与共享的基

础设施。这包括确立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与协议,规范数据的收

集、处理与存储流程,确保数据的兼容性和一致性。通过这一体

系,实现干部培训数据的集中整合与无缝对接,不仅便于数据的

快速检索与分析,也极大提升了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价值,为

培训工作的科学决策与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4 结束语 

推动高校干部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只

有不断用新技术提供创新工具,对网络培训进行有效的过程监

控,个性化自动推送和匹配课程,协助解决网络课程设计不精准

的问题,有效推动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提升网络培训精准度,

才能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水平,更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政治

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2022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大数据时代高

校干部教育网络培训工作精准化研究。项目编号：Y20224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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