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程代码
30010015

所属专业 所有专业 适用对象 2023级全体学生

学分 3学分 总学时 54学时

教学团队 吴虹 郭容花 黄翠萍 林广燕 李贺 王銮玉

制定人 王銮玉 审批人 日期 2024.03.04

二�课程性质�定位与任务

1.课程性质与定位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是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各专业学生

必修的一门课程�本课程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系统阐

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

内涵�理论品质和历史地位�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

在当代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创造性运用�全面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部署�

2.课程任务�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学习�让大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有更加准确地把握�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的理解�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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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提升有更加切实的帮助�引导学生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

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三�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1�通过学习�帮助学生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时代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理论品质和历史地位等相关

内容�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体

系严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通过学习�全面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人民至

上�崇高信仰�历史自觉�问题导向�斗争精神�天下情怀等理论品格和思想风

范;深刻把握这一思想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3�通过学习�帮助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2.能力目标

�1�专业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

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方法能力�培养理论思考习惯�结合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不断提高独立

思考和勇于创新的能力�

�3�社会能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树立历史观点�世界视野�国情意识和问

题意识�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增强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3.素质目标

�1�通过基本理论的学习�帮助大学生坚定建设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

�2�帮助学生打好扎实的理论功底�帮助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3�培养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其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课程建设与教法设计

1.课程建设思路�以教育部统一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教学课件为依据�教学内容包含导论部分共十七章�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开展�充分体现�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

的核心内容�系统阐述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

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



件�政治保证等基本观点�全面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

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

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理论概括和战略

指引�

2.教法整体设计�主要以系统学习和理论阐释的方式�运用理论与实践�历史

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理解其蕴含和体现的马克思

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增进对其科学性系统性的把握�提高学习和运用的

自觉性�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感�

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结合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充分利用国庆节�二十大召开�国防教育�

法治宣传等重要节点开展实践活动�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增强

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使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理论的认识�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表格可根据课程内容加行�

编

号

教学内容

�项目�模

块�单元�

拟实现知识�技

能目标
相关支撑知识

教学环

境及设

施

教学

方法

所

用

学

时

1 导论

1.了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创立的社会

历史条件�2.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科学体系�历史

地位�

1. 创立的时代背景�

2. 是�两个结合�的重大

成果�

3. 完整的科学体系�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5.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

6. 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多媒体教

室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2

第一章 新时

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1.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科

学内涵�准确把握

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

1.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

定命运�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

3.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多媒体教

室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3

第二章 以中

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

复兴

1.把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科学内涵�实现路

径�2.理解中国式

现代化的中国特

色�本质要求和重

大原则�3.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需要正

确处理的重大关

系�

1.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

路�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

致远

多媒体教

室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4

第三章 坚持

党的全面领

导

1.掌握为什么要坚

持党的领导�理解

党的领导是全面

的�系统的�整体

的�2.自觉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1.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2.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

导�

3.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

体系�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1

5

第四章 坚持

以人民为中

心

1.理解�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深刻内涵�2.

坚持人民至上�3.

把握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1.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

2.坚持人民至上�

3.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6

第五章 全面

深化改革开

放

1.了解全面深化改

革的必要性�2.准

确理解和把握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及正确方法论�

1.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的关键一招�

2.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

革开放�

3.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7
第六章 推动

高质量发展

1.准确理解新发展

理念的科学内涵�

2.掌握高质量发展

的深刻内涵和重大

意义�3.明确如何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

1.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2.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3.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4.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8

第七章 社会

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教育�

科技�人才战

略

1.理解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础性�战略性

支撑�

2.明确教育是国之

大计�党之大计�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

2.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3.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4.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3.明确科技自立自

强是国家强盛之

基�安全之要�

4.明确人才是实现

民族振兴�赢得国

际竞争主动的战略

资源�

9

第八章 发展

全过程人民

民主

1.了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2.把握�人民

民主是一种全过程

的民主�的创新性

判断和实质;3.明确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

爱国统一战线�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自信�

2.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3.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体系�

4.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

一战绩�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0
第九章 全面

依法治国

1.了解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大意义�2.

准确理解和把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的核心要义

和基本原则�3.理

解法治中国建设的

主要任务�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

3.建设法治中国�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1

第十章 建设

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

1.把握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指导地位的根本

制度�2.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3.理解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

1.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重要力量�

2.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文化建设�

4.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2

第十一章 以

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重点

加强社会建

设

1.理解增进民生福

祉是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2.明确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要求�

1.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

大者��

2.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3.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社

会治理现代化�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3

第十二章 建

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1.理解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2.全

面理解和把握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3.掌握建设美丽中

国的主要任务�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建设美丽中国�

3.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4

第十三章 维

护和塑造国

家安全

1.理解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内涵和意

义�2�掌握如何构

建统筹各领域安全

的新安全格局�3�

深刻理解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是统筹

发展和安全的根本

要求�

1.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2.构建统筹各领域安全的新

安全格局�

3.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

新局面�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5

第十四章 建

设巩固国防

和强大人民

军队

1.深刻理解强国和

强军的关系�2.明

确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3.加强国

防教育�增强全民

国防观念�

1.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

国安�

2.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

3.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6

第十五章 坚

持�一国两

制�和推进祖

国完全统一

1.深刻理解和准确

把握�一国两制�

方针�2.理解新时

代�一国两制�在

香港�澳门的成功

实践�3.理解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是中

华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

1.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

2.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

3.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7

第十六章 中

国特色大国

外交和推动

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1.准确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外交思想�

2.掌握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的原则和布

局�3.了解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内涵�

4.正确看待世界发

展大势�树立正确

的历史观�大局观�

角色观�

1.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大变局

中开创新局�

2.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

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2

18
第十七章 全

面从严治党

1.理解全面从严治

党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2.理解全面从

严治党是伟大自我

革命�3.明确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

1.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

的建设的鲜明主题�

2.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推

进党的建设�

3.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

争�

4.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

多媒体教

室�教学

互动平台

讲授法

讨论法

视频展

示法

案例分

析法

1

备

注

理论教学为 36学时�实践教学 18学时�实践教学包含学习 2024年全国两会精神�观看爱

国主义电影及乡村振兴案例征集等项目�总课时为 54学时�



六�考核标准

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方法能力考核�本课程考核加强了对日常学习的考核�主要考核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把握�对理论知识的运用�

对新时代国情�社情�民情有所了解�从而提高高职大学生的理论素养�提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核由平时成绩考核和期末成绩考核两部分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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