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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海南大学第十一期学生骨干培训班
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2016-2025年）》、落实共青团中央《共青团做好新

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行动计划》（中青发〔2022〕 13 号），

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团校充分发挥团学组织育人功能和桥梁

纽带作用，加快构建分层分类一体化培养体系，提高我校青年学

生骨干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知识修养和服务担当意识，提升我校

共青团对青年学生骨干的思政引领力，鼓励我校青年学生骨干用

实际行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任务中贡献青春力量。

二、培养时间

2024年 10月至 2025年 7月

三、培养对象

（一）各书院团支部书记代表

（二）各校级学生组织学生骨干

（三）各书院团学组织学生骨干

（四）各学生社团负责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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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要求

（一）坚持“优推优选”

各校级学生组织、各书院团委从政治素质、思想道德、学习

成绩、行为规范等方面推荐优秀学生骨干作为参训人选，党员骨

干、团员骨干可优先推选。由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团校对参训

学员进行综合考察录取。

（二）坚持分班分组分层培养

根据学员发展要求，参训学员将被分为多个培训班级，分层

分组开展培训，以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坚持学时培养

培训期间采取学时制，培训结束时将依据各学员培训学时与

考勤情况等情况决定是否予以结业。

（四）坚持常态监督

学员培训全过程从严从实管理，根据日常督导检查机制，学

员所在党团组织定期反馈的学员日常表现，将被作为学员评价的

重要指标。

五、培养机制

1.根据不同学员群体，海南大学第十一期学生骨干培训班将

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引领力教育”为核心，采取“基础课+

业务课”的混合培养模式，围绕理论学习、交流研讨、实地教学

以及实践锻炼等方面制定目标任务及体系。基础课由共青团海南

大学委员会团校统筹组织，业务课内容根据不同培训群体需求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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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专家组织开展。

2.主题讲座中含两次必修课，其余课程将提前统计参加人数，

报名参训后出现无故缺勤满 2次、无故迟到或早退满 3次、考勤

找他人代签或代他人签到、违反课堂纪律等情况的，视为考核不

合格，不予以结业。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允许请假，因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培训者，须经所在组织老师同意后，将纸质版学生骨干培

训班请假说明（附件 4）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思源学堂 A405审核，

审核批准后方可请假。

3.培训将结合学员在培养期各环节的综合表现进行考核评

价，考核结业颁发结业证书，并根据考核情况按一定比例评选“优

秀学员”。海南大学学生骨干培训班“优秀学员”在参与团的荣

誉评选中可根据书院实际优先考虑。

六、培养体系

（一）基础课

1.理论学习

（1）主题讲座（含必修讲座 2次）

参加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团校组织开展的校内外专家学

者理论学习主题讲座，不断加强自身政治锻造，坚定听党话、跟

党走的政治信念。

（2）品读经典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认真学习《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

们》（第一、二卷）《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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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论党的青年工作》等著作，及时跟

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并由所在功能型

团支部组织学习讨论，完成读书研讨心得。

2.团干部交流研讨会

参加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团校组织开展的团干部交流研

讨会，与优秀学生骨干进行交流分享，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优化年轻学生骨干成长路径，为年轻学生骨干成长成才厚植沃土、

搭桥铺路，营造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竞相进步的浓厚氛围。

3.实践锻炼

每位学员应于学期内或充分利用寒暑假，依托海外研习计划、

中央和国家机关实习计划、省直机关、企业等实习计划，例如“青

年实干家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等进行实习，参加暑

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寒暑假“返家乡”社会实践、“百千万”

大学生社区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积极深入社区，深

入基层，身体力行参与团的基层工作，深入了解我国基本国情、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加强社会观察，在基层一线、困难艰

苦地方磨砺意志、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二）业务课

1.基础团务培训

邀请校内外专家教授、专职团干教师、各书院团委老师或优

秀学生骨干就共青团工作概览、团组织生活基本概念及形式、团

干部职责等相关工作技能开展指导和教学，模范履行团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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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员们对团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提高团组织的引领

力、组织力、服务力。

2.“智慧团建”系统培训

讲解“智慧团建”系统各项功能的使用方法，解答学员在实

际运用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增强学员操作“智慧团建”系统的能

力，全面提升学生骨干工作效率和综合素质。

3.新媒体技能培训

就校园新媒体平台运营、新媒体宣传等方面进行经验分享，

推动学员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新时代思想，充分发挥网络

文化阵地的育人功能。

4.公文写作培训

邀请相关专家老师就公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写作要领以及对

公文处理的具体规则与要求开展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干部

写作能力。

七、考核评价

（一）学时计算

学员参加主题讲座 1次为 1个学时，品读经典交流 1次为 1

个学时，团干部交流研讨会 1次为 2个学时。参加“青年实干家

计划”、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等开展实习为 3个学时，参加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并完成实践报告为 3个学时，参加

寒暑假“返家乡”社会实践为 2个学时，参加 1次社区实践活动

或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3个小时）为 1个学时。参加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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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返家乡”社会实践、社区实践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业务课程每个专题培训为 1个学时。

（二）学时要求

根据学时完成情况、出勤情况、结业考试等综合开展考核评

价。基础课程完成不少于 11 个学时，其中主题讲座不少于 4 个

学时（含必修讲座 2次），品读经典交流不少于 1个学时，团干

部交流研讨会不少于 2个学时，实践锻炼不少于 3个学时。业务

课程不少于 1个学时。

八、终止培训

（一）严重违纪

学员在培训过程中若出现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党

和国家政策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有不当言行造成恶劣影

响的；违反学校纪律制度和学员管理规定，不遵守培训纪律等行

为的，一经查实，终止培训。

（二）消极培训

由共青团海南大学委员会团校老师组建谈话小组，结合培训

期间各环节的评价考核结果，对消极对待培训的学员进行谈话，

若仍无明显改善，则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终止培训，将具体情况通

报至各书院、各校级组织指导老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