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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等，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为“三全育人”

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的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的组织体系和工

作机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确保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基层党组织的教师党员，积极投身到对学生

党员的教育工作中，教学相长，在教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教师

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为“三全育人”提供优秀

的师资队伍。

三、“三全育人”理念下基层党建工作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三全育人”理念的深入实施，高校基层

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高校普遍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包括思政课程体系、课程

思政体系、校园文化体系等，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育人

格局；通过加强教师党支部的建设和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培训，

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三全育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在“三全育人”理

念的指导下，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学

生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具备了较

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

也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育人模式缺乏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清晰高校是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么

培养人。新时代高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以德施教，立德树人。当前，在学生社区治理实践中，基层

党组织参与不足，存在身份缺场、行动缺场、意识缺场三类

问题。高校育人过程中教学部门负责教学，逐渐融入课堂思

政，思政教师开展思政课教育，更多是完成教学工作，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欠缺，学生其他教育与管理主要依靠学工

部门，责任更多压在辅导员身上，团学组织负责学生各项活

动的开展，基层党组织更多是对学生党员进行教育管理，为

党组织培养新鲜血液，各部门相比较而言，基层党组织的作

用更加边缘化，没有起到组织协调的统筹作用，与学工部门、

教务部门、团组织相比较，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不够，也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基层党组织没有完全发挥育人功能。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方式方法单一

部分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均衡现象，

导致部分学院、专业和班级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各高校都

存在有王牌专业或者重点扶植专业，在这些专业中投入更多

的教育资源，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社区服务或者项目的机会

就更多一些，而一些冷门专业或者学校不是特别重视的专业

资源相对就比较少；专业课教师的课堂思政往往成为一项良

心活，思政课仍然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教育方式，以完成教

学任务为主要目的，并且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缺乏

创新性和互动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基层

党组织主要通过“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主题党日等对学

生党员进行教育，主要方式也是讲授式、讨论式等，方式单

一，学生主要是从讲政治的角度完成学习任务。

（三）基层党组织育人缺乏有效模式

基层党组织育人缺乏有效模式的问题，是当前高校推进

党建工作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当前党建育人的活动形式大多局限于学习教育、理论宣讲、

少量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文化体育活动，这些形式虽然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缺乏创新和吸引力，难以持续激发学

生的参与热情和兴趣；各部门资源挖掘不足，许多业务工作

本身具有深刻的育人价值，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挖掘和整合，

这些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育人作用，各部门业务工作中蕴含

的育人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和丰富；协同机制不健全，高校

的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协同育人方面缺乏完善的协

同机制。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分别负责，相互之间缺少协同

和交流，导致在人才培养和合作上的不充分。

四、“三全育人”理念下基层党建工作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的构建策略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协同机制

高校应高度重视“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基层党建工作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制定

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同时，要明确责任分工和

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和有效落实。

1.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建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

育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通过组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搭建工作平台等方式，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和

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育人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党委的领

导作用，院系党组织的协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形成纵向领导、横向协同的组织构架，同时充分调动思

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给予思政教师更大的舞台，

参与到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中，加强同学生的联系，如果思

政教师是党员的，可以编入学生党支部担任宣传委员，成为

基层党组织和学生之间的又一教育、沟通的桥梁；注重专业

课教师的课堂思政教学，通过完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

鼓励专业课教师将课堂变成思政教育基地，同时专业课教师

是党员的，也可以编入学生党支部，不断优化学生党支部的

成员结构，争取让每个学生党支部能够有高校党委领导，有

高校中层党员干部、有院系党组织成员、专业课教师、思政

课教师、辅导员，纵向横向一起努力，更好实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目标。

2.完善基层党组织结构。以专业或年级为单位成立学生

党支部或者成立联合党支部，充分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同样

的工作重复做，专门的人员做专门的事，提高工作效率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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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抽调更多的教师到相应的工作岗位上，减轻大家的工

作负担。

3.树立典型示范。挖掘和培育一批党建育人的先进典型

和优秀案例，通过宣传和推广这些典型和案例，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同时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广大师生的参

与热情和创造力。注重将党建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

过组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党的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增强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发

现培养一批学生优秀党员，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作用，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完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创新教育方式方法

高校应建立健全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确保各学院、专

业和班级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上的均衡分配。同时，要加强

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工作，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和质量水平的同时，高校应积极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

方式方法，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手段和互动方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例如可以引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实

践教学等新型教学方式；同时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

技术拓展教育渠道和平台。

高校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建设一直支年

龄结构合理、知识学历结构科学的师资队伍，同时加强教师

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合理安排短期和长期培训，鼓励和

支持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和交流活动，使队伍始终在理

论和实践的前沿；建立健全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不能干好

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

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水平，向实战要实效，注重培养和选拔

一批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教师和领军人才。

（三）形成以学校党委为领导、院系党组织负责协调、

基层党组织为主体的育人模式

高校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党委的坚强领导，党委要为人才

的培养把握好方向，同时向社会要资源，充分调动社会育人

资源，为育人工作提供不竭动力；院系党组织充分发挥协调

作用，使教学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团学组织、后勤部门、

就业部门等全部统筹协调到育人的战线中来，将社会和高校

的有效资源充分运用到育人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应详细了解

学生的家庭和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充分利用“四知道一跟

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发挥家庭和社会在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三全育人”。

三、结语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基层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指导思想和重要保

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强化师资

队伍建设、创新教育方式方法、等措施的实施可以构建出更

加完善、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未来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三全育人”

理念下的基层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将会得到更加广

泛的应用和推广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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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作为培养航空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

为中点问题。建立符合民航行业标准的校内实习基地，既能为学生提供实习环境，又能保证学

生掌握与行业需求相适应的知识与技能。这类实训基地的建立，对于提高航空教学质量，缩短

学生与企业需求之间的距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探究基于民航行业标准的校内实训基

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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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ultivating aviation professional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is the middle poin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n-campus
internship base that meets the standards of the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can not only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internship environment, but also ensure that students master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kind of training bas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viation teaching and shorten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on-campus training bases based on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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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民航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航线网络

日趋完善，航线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定挑

战，对高质量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传统的课堂教学模

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具有实践

经验、具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

建立符合民航行业标准的校内实训基地，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当前相关行业的热议课题。

一、民航行业标准概述

民用航空工业标准对保障航空运输安全、高效、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的国际民用航空标准与规范是由国

际民航组织与美国联邦航空局共同制定的。ICAO 是负责制

订全球航空标准及建议做法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其《国际民

航公约》及其附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遵守。而美国联邦航

空局则通过《联邦航空条例》来严格规范美国境内的航空活

动，其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同样重要。此外，由欧洲航空安全

局、中国民航管理局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机构制定的标准共

同组成了全球民用航空工业的基石[1]。对于培训基地的建设，

行业标准也有严格、具体的要求，培训基地既要有先进的设

施设备，又要满足一定的安全标准。例如，民航飞行训练基

地必须配备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及联邦航空局规范的飞行模

拟器，以保证训练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此外，地勤人员训练

基地亦需配备符合国际标准之地面服务设施，例如登机桥、

地电车等，以使学生能进行综合实践训练。同时，培训基地

也需定期进行评审与认证，以确保其符合工业标准。

二、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设备陈旧、资金不足

仪器设备落后，不仅影响教学质量，而且严重影响学生

的动手能力，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许多实训基地的设备出

现了老化现象，有些设备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民航对技能培训

的高要求，另外，仪器设备陈旧，故障率高，影响实训效果。

其中，资金短缺是设备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各级政府

及学校逐步加大了对培训基地的投入，但是相对于民航产业

快速发展的需要来说，这部分资金还是显得捉襟见肘。由于

设备更新、维护成本较高，很多学校很难在短期内对设备进

行升级改造，从而影响到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