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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其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建
设法治社会等主要情况和重点问题是
大调研的重要内容。从实践来看，在有
效落实相关调研任务，推动困难问题解
决及成人培训方面，国家法官学院具有
明显的优势。

国家法官学院作为法官培训主阵
地，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司法第一线，
听到的、看到的、遇到的问题困难很多，
基层实践经验很丰富，是问计于民、问
需于民的重要对象、参与者，甚至是决
策者，其中不乏解决问题困难的“民间
高手”。这就为学院开展并完成调查研
究任务、建立健全调研工作机制，寓调
研于培训工作中、打造培训时调研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国家法官学院在成人培训过程中，
主动为广大学员沟通交流反映问题困
难建设了便捷平台，并积极做好问题困
难的查找发现、解疑释惑、汇聚报告工
作，推动打通司法工作中的堵点淤点难
点问题，有效完成了相关调研任务；并将
这些培训中提出的问题与对策归纳为调
研报告，既丰富了培训成果、提升了培训
质效，也帮助推动解决了基层的一些共
性问题，得到了领导和学员们的好评。

成人培训在大调研方面具有诸多
优势。成人培训机构便于立足培训职
能，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开放性调查研
究工作，特别是围绕做好事关全局的战
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
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重大
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
剖式调研等，通过培训各个环节广泛开
展调查研究。如开展前瞻性调研，学员
在基层一线工作时，随时会发现各种苗
头性新问题、新困难，可以就各种新问
题、新困难开展前瞻性思考分析、科学
研判、跟踪进展并找到应对策略。成人
参加培训时调研可以更好地综合运用

座谈访谈、现场教学、问卷调查、专家调
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充分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
调查研究，有效提高科学性和实效性。

成人培训时调研真实性强。在领
导干部带队参与的调研活动中或者座
谈会上，出于各种考虑，可能会出现“领
导在场、话不好讲”的局面，很难听到真
实的声音。而在“以学员为中心”的培
训调研时能够避免此类问题。由于不
同地方的学员之间是平等的，相互没有
上下级关系，不会有心理压力，因此能
够通过各种互动环节积极主动地发声，
认真聆听他人声音，善于为思想碰撞火
花“添把火”，在看似闲侃的谈笑风生中
呈现出各地真实的工作现状、发现存在
的问题困难、寻找对策思路，并促进所
有学员学有所悟、所有所得，共同完成
一次次不出门的大调研。

培训时调研广泛性强。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200名受训学员，面临的因经
济状况发展不同及由此带来的差异性
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问题困惑，在一
次培训中呈现出来，非常具有参考价
值。学员在各种培训互动环节，通过自
由发言并引发出观点辩论和思想交锋，
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梳理各地基
本工作情况、好的经验做法以及存在的

问题困难；同时，能够集思广议，共同
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对策，克服自身
对某些问题认识的有限性，使自己的原
有思路认知得到修正，弥补自身知识缺
陷、能力短板、经验弱项等。这种培训
无疑是一次具有广泛性、全局性和深意
的调研。

培训时调研深入性强。一次培训
至少需要一周时间，在培训前、培训中
和培训后，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随机访
谈、分组讨论、实地调研、信息化手段等
多种形式召集学员互动交流，将调研走
深走实。在自由宽松的气氛中问计于
学员、问计于实践，及时全面了解基层
工作中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通过
调研，激发学员深入发现问题、讨论问
题，避免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作
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的弊端，
有效防止了因时间紧、任务重等原因导
致的调研走过场、不深入的问题。

培训时调研针对性强。成人培训
过程中，可以通过广泛收集梳理学员提
出的问题，分析掌握学员基本信息等，
为相关部门带队深入基层开展“解剖麻
雀”式调研、“蹲点调研”，选取合适的调
研地点、提供精准的问题清单，有助于
相关部门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
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开展调

研，防止嫌贫爱富式调研；有助于部门
间加强调研统筹，避免扎堆调研、多头
调研、重复调研，减少基层负担，确保调
研活动有的放矢，提高调研活动质效。

培训时调研连续性强。对专业培训
机构来说，培训活动密集且学员来源广
泛，可以为开展连续性调查研究提供足
够的样本和时间等。通过就某一问题开
展连续性调查研究，总结该问题发生发
展的规律变化，找到应对策略办法。

培训时调研效率高。培训时调研
不存在层层陪同及增加基层负担的问
题，是能够节省专门调查研究时间、提
倡过紧日子的一个重要举措，并且能够
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出现调
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
策建议不解决实际困难等问题。

通过培训时调研，可以紧密联系学
员，及时接触了解基层实际、勤接地气，
真切感知前沿性创造实践、及时发现和
总结基层前瞻式经验做法，为分析解决
问题获取客观全面、真实可信的第一手
材料，努力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成果，供
决策参考。另外，在组织学员参与收集
整理、归纳总结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与对
策的过程中，还有利于发现培养具有全
国性视野的基层调研人才。（作者系国
家法官学院专职教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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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上午10时，下课铃一响，重
庆市长寿区江南九年制学校的六年级
学生们就匆匆地向仰圣堂回廊跑去。

“快一点，微课堂又要开课啦！”孔子像
下，一场别开生面的微课堂徐徐拉开帷
幕，学生们的欢声笑语给往常清幽雅静
的文化长廊增添了几分生机。

据悉，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的江南九年制学校正在积极落实长寿
区“三声校园”建设规划，致力于让书
声、歌声和哨声真正融入学生的自觉成

长。支教团决定在学校“图书角”和“团
队课”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打造“小江
南”校园法治教育实践微课堂，把道德
与法治课程开设在教室外，把法治教育
从单调的书面文字变为多维的即兴互
动。微课堂不固定成员，由各班轮流推
荐10—15名学生参加，以“小而精”提升
学生参与感；普法角不设固定场地，小课
堂开到哪里，校园热点就跟到哪里，以

“小而活”激发兴趣引领感；普法活动不
设固定内容，时政热点出现什么，课堂内
容就讲学什么，以“小而特”保持素材新
鲜感。当前，“小江南”微课堂的每期话

题，都成为了学生口中的“热搜词”。
“小江南”微课堂将互动趣味之

“表”同法治理论之“里”深度融合，实现
理念培育之“旨”，让孩子们“玩”中学
法，“闹”中求知。江南九年制学校副校
长罗永林说：“支教老师的微课堂牢牢
抓住了小学生的兴趣点，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了孩子们的法治意识，为学校德育
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六年级一班学生白歆辰说：“老师们
幽默风趣、循循善诱的讲解，让我感受到
法律并不复杂和神秘，它的作用就真切
体现在我们身边。”课后，六年级二班学生

左钊玮兴奋地说：“猜谜答题、冲关游戏，
没想到法律原来还可以这么学！在今后
的学习生活中，我会积极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做一名合格的国家小主人。”

长期以来，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一贯注重将创新热情和教育实践
同服务地学校需求深度融合，不搞“水
土不服”的标新立异，和学校师生打成
一片，拿出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的真
成果。研支团先后打造出云端课堂、普
法讲堂、爱心邮局、助学基金在内的支
教精品项目矩阵，为乡村振兴和教育公
平贡献支教青年力量。

贵州施秉：实践课促成长

4月 1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第二中学学

生在劳动研学基地学习翻土。春

耕时节，施秉县组织各中小学开

展“品农耕文化、享劳动快乐”校

外劳动实践课活动，让学生深入

田间地头学习传统农耕文化，体

验劳动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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