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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一门

公共必修课程。本课程在大二学年第一学期开设（高职三年制），

前置先修课程有《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策 I》《形势与政策

II》，后续衔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

势与政策 III》《形势与政策 IV》。《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在学生已掌握基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

养、了解基本世情国情的基础上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为主线，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

验，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主要

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重点阐述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重在培养学生自

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进一步树立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教学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

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实施方案》，准确把握党中央关于开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基本要求，遵循教育的基本规

律，以立德树人为课程根本任务，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

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作为思政课教师的基本要求，以“八个

相统一”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层面

1.掌握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大法宝”等。

2.理解基本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

3.了解党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

会主义道路初步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史实。

4.认识社会问题：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

发展状况，党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二）能力层面

1.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问题，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2.能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分析判断社会发展

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指导自身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3.能运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实践，撰写社会调研报告。

（三）素质层面

1.情感目标：敬佩革命前辈，热爱领袖；拥护党的领导，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国家和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具备

一定的政治敏锐度，能够自觉认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

2.态度目标：树立自主学习、团结协作、公共参与和法治意

识；养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富有不怕挫折、敢闯新

路的创新精神；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以



积极态度和乐观精神对待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能够认清社

会发展对个人的要求，处理好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能够对

社会现象和一般事物作基本的定性和分析。能够明事理、辨是非、

有担当、敢做为。

3.信仰目标：能以革命英烈为榜样，主动传承红色基因，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养成责任意识及其他优秀公民具有

的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奋斗的自觉性。

四、内容结构

本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全书有导论及八章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为核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为线索，重点论述了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五、教学安排

序

号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含实训项目）

学

时
授课方式

课外作业

及要求

1
导论 专题一：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4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布置本学期课内实

践任务

2
第一章 专题二：毛泽东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
4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3

课内实践1（2学时）：

“我眼中的毛泽东”小组课堂汇

报

2 实践 完成课内实践

4
第二章 专题三：新民主主义革

命理论
4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5

课内实践2（2学时）：

“XX周年”纪念活动小组课堂汇

报（根据授课年度，选择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相关党史事件）

2 实践 完成课内实践

6
第三章 专题四：社会主义改造

理论
2 理论 完成课后思考题

7
第四章 专题五：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2 理论 完成课后思考题

8
第五章 专题六：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2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9 第六章 专题七：邓小平理论 2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10 课内实践3（2学时）：

“XX周年”纪念活动小组课堂汇

2 实践 完成课内实践



报（根据授课年度，选择改革开

放新时期相关党史事件）

11
第七章 专题八：“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2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12 第八章 专题九：科学发展观 2 理论
1.完成课后思考题

2.准备课内实践

13

课内实践4（2学时）：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或

科学发展观选择一个标志性事件

进行讲述小组课堂汇报

2 实践 完成课内实践

共 3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24学时，实践教学 8学时。

六、教学策略

（一）教学模式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课内与课

外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专业实践

中感受真理力量、获取行动指引、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二）教学方法

1.历史分析法。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从党的百

年奋斗光辉历程中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其理论成果形成

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参观教学法。结合课程和学生实际，通过实地参观、调研党史

纪念馆或博物馆，学生能更直观地了解党史，感受真理的力量。

3.自主学习法。依托超星学习通、VR展馆、学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平台与资源库等教学资源，实现学生课前+课后、线上+线下自主



学习。

4.任务驱动法。通过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学生课前查阅相关

资料，对知识体系进行初步的整理，课上进行展示交流，教师进行

总结升华，以此提升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小组探究法。围绕授课计划中的实践活动任务，以小组形式展

开学习实践，以此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三）课程资源

紧扣教材内容，采用专题教学，依托省、市级思政课建设和培

训项目，建成并利用“德 e行”思政课综合实训室、党史学习教育

园地、思政课实践育人“云平台”，推广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形成

“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网上云课堂”一体化课程资源开发与

利用模式。

图 1：课程依托项目



图 2：课程资源平台

图 3：课程资源建设和使用情况



七、课程评价

采用过程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

结合的课程评价方式，注重增值评价，从知识增值、能力增值、素

质增值三个层面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