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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教学计划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教版马工程教材 2018

版) 

课程类别：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任务：构建适合高专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帮助学生系统的学习和掌握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观点、重要内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自信，

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鼓励学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适用范围：高专二年级 

学    分：4 

学    时：72（8 课时实践课）（开一学年，周课时 2 节） 

二、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学生能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深刻把握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历史变革、历史成就；理解中国共

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2.能力目标：能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 

3.思政素养目标：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和政治立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

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教学措施 

1. 设置教学模块和专题，探索实施模块教学、任务驱动教学，重构大专思想政治

理论课课程内容体系。 

2.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前布置线上任务，发布教学视频，布置教学任务。

课中开展学习成果分享会、研究性学习成果展、辩论赛等活动项目，丰富课堂教学形式。 

3.开展实践教学，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坚定“四个自信”，努力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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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内容、教学要求及课时分配 

教学模块 教学单元 教学专题 课时 备注 

模块一：

毛泽东思

想及其历

史地位 

单元一：“日出东方

耀九州”——毛泽东

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专题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1  

专题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  

专题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 2  

专题四：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  

单元二：“雄关漫道

真如铁”——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 

专题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依据 1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

领 
1  

专题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2  

单元三：“敢叫日月

换新天”——社会主

义改造理论 

专题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1  

专题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2  

专题三：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  

单元四：“千磨万击

还坚韧”——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初步探

索的理论成果 

专题一：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2  

专题二：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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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五：实践活动课 
专题一：半条被子悟教育初心，传承经典担

育人使命 
2  

单元六：知识归纳，

练习测试 
 1  

模块二：

邓小平理

论、“三

个代表”

重要思

想、科学

发展观 

单元一：解放思想谱

新篇——邓小平理

论 

专题一：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1  

专题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2  

专题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 2  

专题四：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1  

单元二：与时俱进抓

党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 

专题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1  

专题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念

和主要内容 
1  

专题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1  

单元三：求真务实谋

发展——科学发展

观 

专题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1  

专题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1  

专题三：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1  

单元四：实践活动课 
专题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新时代

振兴山村教育发展的新路径 
2  

单元五：知识归纳，

练习测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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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块 教学单元 教学专题 课时 备注 

模块三：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单元一：思想火炬领

航向——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其历史

地位 

专题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  

专题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主要内容 
1  

专题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历史地位 
1  

单元二：梦想指引新

征程——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总任务 

专题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专题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

排 
1  

单元三：“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专题一：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把握“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 
1  

专题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  

专题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  

专题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2  

专题五：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专题六：建设美丽中国 1  

单元四：坚持“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 推

进后疫情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发展——“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 

专题一：走进后疫情时代 1  

专题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新局 2  

专题三：全面深化改革抓新机 2  

专题四：全面依法治国谋新篇 2  

专题五：全面从严治党展新颜 2  

专题六：担当历史使命，践行伟大战略 1  

单元五：实践活动课 
专题一：学习宣传“民法典”，做知法守法

用法的新时代青年 
2  

单元六：强军战歌最

嘹亮——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专题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 1  

专题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1  

单元七：行大道而利

天下——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专题一：中美关系 1  

专题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1  

专题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单元八：万山磅礴看

主峰——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 

专题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1  

专题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1  

单元九：实践活动课 
专题一：以习近平教育理论论述为引领，厚

植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情怀 
2  

单元十：知识归纳，

练习测试 
 1  

合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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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办法 

1. 平时成绩：100 分折合为总成绩的 40%；社会实践占平时成绩 30%。 

    100 分=考勤+课堂表现+作业、项目任务完成情况+社会实践 

    其中：考勤 20分，课堂表现 20 分，作业、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30 分，社会实践 30分 

2. 期末考试成绩：100 分折合为总成绩的 60% 

3. 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 

4. 成绩评定：百分制（期评成绩=平时成绩 X40%+期末考试成绩 X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