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全国优秀案例

推荐省（区、市） 上海市团校

案例题目 “四态融合”推动团校系统改革

案例简介

上海市团校以学科观为统领，以教学为中心、构建教研资管一体化格局，积

极推进“政治学校政治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政治生态、政治学校特有的学科形态、

教研资管一体化的运行势态、以数字校园为重点的展教结合的校园业态”四态融

合发展战略，探索全国高水平团校建设新路径。

1.遵循青年干部教育规律，建设政治学校政治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政治生态

上海市团校推动培训由“保证培训规模效益”向“注重培训内涵质量”转型。

一是优化教研模式。树立“用学术讲政治”的教研导向。二是优化课程设置。针

对不同层级类别团干部和优秀青年专门设计对应不同的必修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目录、更新开发系列课程，开设模拟民主生活会、模拟新闻发布会、模拟群众接

访会、模拟突发舆情分析会等四大模拟课程。目前，已经形成了青年干部、“青

马工程”、青年特色人才三大课程体系。三是优化教学组织方式。完善主体班，

课程群、核心课体系建设。四是优化考核方式。严格入学结业考试、规范“两带

来”。专门邀请党政老领导指导党性分析环节。五是把最新青年学科研究成果融

入培训课堂。依托学科团队，组织教师开展集体学习、集体备课、集体研究。创

设“一表两申报”制度、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为培训课程。

2.遵循青年成长成才规律，打造五位一体学科形态

“学科治校”是上海市团校推进系统改革、建设新时代高水平团校的主轴主

线。一是建设政治学校特有的学科形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

思想”为根本遵循，进一步构建并优化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

思想”“群团组织工作学”“青年学”“青年干部培养”为一级学科、覆盖若干

二级学科和三级研究方向的学科图谱。二是完善政治学校特有的学科治校体系。



根据学科图谱要求，使每一名教职工、职能部门凝聚到学科图谱，使学科图谱为

政治学校开展教研资管工作服务，形成学科观统领下的学科、部门、班次、课程、

师资“五位一体”学理支撑局面，从而实现“科研成果转入课程教学，课程教学

发掘实际问题，问题导向纳入资政报告，决策战略反哺教学科研”的良性循环。

三是强化政治学校特色学科评估。由组织人事处等部门提供流程数据、汇总数据，

由各二级学科就相关指标进行评估申报，聘请第三方对学科队伍建设满意度、声

誉度进行测评，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通过考核情况，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

评促教。

3.遵循青年研究规律，构建教研资管一体化的运行势态

上海市团校以学科观为统领，把政治学校的课程、研究和资政凝聚在同一个

平台，将教职工的专业知识技能、课题项目研究、核心理论探索纳入明确的学科

路径当中。一是选题聚焦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参照新型智库建设模式，围绕青

年热点、党政关注议题，打造《决策参考》《智库专报》系列资政研究产品，累

计报送成果 60 多篇，多篇专报被中央有关部门和市委采纳、获中央和市委领导批

示。二是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学校主持的《青年学报》积极探索办刊、办班、办

会、办赛“四办统一”模式，先后举办两期“团干部科研能力提升”培训班，主

办“伟大建党精神与新时代青年”学术研讨会，并首次在全国高校数据开放创新

大赛中专设青年研究专项赛道。团校管理的青年运动史研究平台多渠道汇聚各方

专业人才。团校青运史学科团队承接《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共青团卷

（1978-2010）》编纂重任，历经四年、75 万字成果付梓出版。团校还完成了《团

务通》的修订版改版工作。此外，上海市团校还积极推动建党建团青年革命先锋

事迹精神的学习和研究，依托青运史团队挂牌成立“俞秀松研究中心”，主办第

三届“俞秀松与中国革命”全国学术研讨会。三是拓展科研支撑平台。发起共建

青少年研究数字平台，目前已经建成符合国际学术数据引证规范，提供青少年研

究文献检索、在线调研、建立数据集、查询数据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并联

合团市委系统各单位、各区和大口团组织、在线新经济企业、社会组织和科教卫

系统单位，成立上海青少年研究数字协作联盟。四是创新合作模式。牵头长三角



“三省一市”团校成立了“长三角团校协作联盟”，在共建共享精品课程、教学

团队和现场红色教学资源，协作开展长三角青年群体活力、创新要素状况及数据

指数研究，合作推进青少年发展规划实施研究等诸多方面形成共识。

4.遵循青年工作规律，加快推动校园数字化转型

上海市团校遵循青年工作规律，积极推进校园技术业态调整和重塑。一是打

造智慧课堂模式。先后与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科大讯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以青年干部数字化素养类课程开发、智慧屏教育场景搭建、青年干部培养人

工智能实验室创设、青年干部素质测评模型规划、青马工程数据库建设作为首期

合作目标，共同致力于研究青年干部，尤其是青马工程学员成长特点与成长轨迹，

探索人工智能助力包括青马工程在内的团青干部教育培训的建设路径，努力建设

“青年干部培训+AI”上海示范基地。二是打造智慧校园模式。与智慧城市、数

字城市建设领域头部企业“上海仪电集团”达成合作方向，围绕“一轴两翼七馆”

的设计思路，以新落成的先驱广场和信仰之环为主轴，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

上海”、青运史展示馆、知青资料展陈、校史馆、青年数字素养实验室、上海青

少年创新学院等为两翼，通过“课、屏、房、表”的建设和智能超市、智能机器

人等智慧校园场景的实现，共同探索构建凸显差异化、前沿性特点的智慧校园样

板，共同致力于将团校打造成为青年干部感受体验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和智慧课

程的重要平台，让学员感受到人工智能大数据赋能干部教育的巨大潜能。三是打

造虚实交互的数字校园。引入“元宇宙+”教育理念，基于 AR/VR、人工智能、区

块链新技术，通过线上线下相互赋能、以虚强实，打造数字孪生校园，推动团校

数字化整体转型，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与服务。

案例创新点



1.就政治学校建设而言，完成了落实为党的青年工作广泛教育培养干部、开

展围绕青年的各项科研资政、聚焦青年特色人才培养的“三大主责主业”重塑，

形成了具有团青特色的五位一体学科体系，构建了青年干部、“青马工程”、青

年特色人才“三大培训体系”，建立了政治学校政治性与教育性相统一的政治生

态、政治学校特有的学科形态、教研资管一体化的运行势态、以数字校园为重点

的展教结合的校园业态“四态融合”发展战略。

2.就政治教育内容而言，形成了针对青年干部、“青马工程”、青年特色人

才，形成了不同要求、不同特色的数十门必修核心课程和数百门选修课程目录。

3.就政治教育学科形态而言，形成了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

要思想”“群团组织工作学”“青年学”“青年干部培养”为一级学科、覆盖若

干二级学科和三级研究方向的学科图谱。

4.就政治教育模式而言，数字化教育、线上线下教育、展馆教育、拟人教育

等多种模式的教育形式使团校的教学评价与教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教学评价体系、教学评价标准、教学评价方法都不再局限于传统授课内容，

展品的更新、讲解内容的更新、拟人环境的更新等都需要做到与时俱进，这将成

为影响教学评价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对团校的研究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就政治教育环境而言，形成了“一轴两翼七馆”的教育环境。主教学楼与

新落成的先驱广场、信仰之环一起构建了“一轴两翼”全新业态，“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与上海”主题展陈作为七馆的首馆开启了场馆教育模式，体现了“红色

做红，特色做特，为红而特，因特更红”的治校理念。

6.就政治教育业态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主题展等数字化教

育展馆的启用，开放式校园与校园所属虹口区广中路红色教育街区融为一体，使

展示、教育、交流、互动融为一体，既是教室又是展馆，既是研究成果又是研究

基地，既是精神宣讲地又是精神凝练地，既可为广大青年讲述党团红色文化，又

可展示城市数字化转型新业态的“红色公共综合体”，从而实现“展教合一”的

功能，达成“时时受教育、处处是课堂”的效果。



案例效果说明

1.系统性改革后，较 2015 年改革前，培训班次增长 100%，培训人数增长

14200%。目前，基本每年培训班次近 200 期、近 5 万人天，2019 年上海团校入选

首批“中央团校教学基地”，2020 年以来多次承办高规格团中央主体班次和上海

“青马工程”示范班。

2.系统性改革后，科研项目数量显著增加，每年基本实现包括国家级、省市

级、厅局级等各类新立项项目和课题 100 余个。

3.系统性改革后，每年新开设各类课程近百门。

4.由于受到疫情因素影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目前仅针对团体

报名，截至 9 月底，接待团体 50 批次，目前团体预约已排片至 2023 年年中。

案例呈现

1.2022 年 8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 5 版刊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098940053773963&wfr=spider&for=pc

2.2022 年 1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 1 版刊发

http://zqb.cyol.com/html/2022-01/11/nw.D110000zgqnb_20220111_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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