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标准

标准编码：DYJB/JY/RD-05-2018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

学时：64 学时，学分：4 学分。

2．制订依据

2.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

[2016]31 号）

2.3《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

2.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

36 号）

2.5《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

2.6《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教发[2014]6 号 ）

2.7《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教职成[2016]3 号）

2.8《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

[2015]6 号）

2.9《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教社政[2005]5 号）

2.10《<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

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 号）

2.11 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

[2015]2 号）

2.12 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社科[2018]2 号）

2.13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14 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条例》

3. 课程性质和作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公共学习

http://www.baidu.com/link?url=TGvKNkXMKisxSWS-7hm6I7F3Su_WfCbW0CP5sIDguOtwXmIJDlXKHtktKQBbFoNNue9gDoyU9x9X-HtqULkFCK-r1V26cEMnIQHkHc6O4zlYiKSgvbgMySAKamnzZIDUUslbSI1CDYjjqdX9Bb1HKCmBJeoyeI47fJxH4RvVeR1ky0EdyqKaiMv9t6ok6zH_-SxFbS_peaJiCL3i2WV5weKK2xL_fQ3PS_V6RbJ39J6ok0hI-FQr-7_lG75_FuFPcX_bq2jTiZsCgcZ-K7-P4I8H9i4xr2gSrsTcVb1Mwqw7PBorWxAPUjsH4ls5Pkg-wCvo_phbwLpoK9TTyp7xXnJltZZJDG_Za_T9xRlO_izjkED4jbwmoQgz_M7ZGgPtzZ4PBxlYuoUbsrwAu3opFVCri_dNOSCjTIyYUBbDzQHNu-2NU8_gMIzXqxZKrO0Bb1oFHN8UtCgs7YHOwFw5w63Z4shHDuuf_uWnOXgjwC7syOoJeBkxGVp7KPb0oMsJysw5YG3et54FLd-Tq60qhFyVVcipjXbc4cqexGgHLBqOIzO-rAk4g2CctEI-b7apyM5iLKjbt62KZzZ2wKjCTmhWieVOWSM8JshsW0I8aVXB3dMYA6niMQSz5i_bY3JQsmxgaap81UqYvhl6cG-ruZby5eTrDp-S-1k8IcShgL_


领域的素质拓展课程，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是帮助大学生系统学习中国共

产党的基本理论的最重要课程。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为重点，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系统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充分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旨在引

导学生系统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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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和决心。

4．课程设计

4.1 课程设计依据

以本院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在学生已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等基础上设计。

4.2 教学内容选择

教学内容除前言和结束语外，由三部分共十四章组成。第一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第二部

分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三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5.课程目标

5.1 知识目标

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历史

地位、指导意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理论成果；熟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各自形成的社会历

史条件、形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

其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5.2 能力目标

通过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

代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能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认识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路线政策，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建设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

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能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际，联

系自己的思想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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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包括调查研究能力、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与

交流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运用能力、自我认识能力、承受挫折能力。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5.3 素质目标

通过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重点的教育，增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创新素质，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定信念，不断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课程教学活动设计及课程内容

6.1 课程内容及教学活动设计 （实践教学不占用课堂教学时数）

序号 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课时

理

论

实

践

前言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及主要理论成

果，本课程的性质、内容结构以及学习要求。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

教学方法建议：案例式，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一章
毛泽东

思想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活的

灵魂、历史地位。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指导学

生观看教学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案例式、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

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4 2

第二章

新民主主

义革命

理论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教学组织过程：教师讲授——学生讨论、发言——教师总结。

指导学生观看纪录片《旗帜》。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三章
社会主义

改造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组织过程：教师讲授、引导——学生讨论、发言——教师
2



理论 总结。指导学生观看视频《进京赶考》、《荣毅仁 1956》。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讨论

式、探究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第四章

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

的理论

成果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教学组织过程：教师讲授、引导——学生讨论、发言——教师

总结。指导学生观看视频《毛泽东的思考》。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讨论

式、探究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五章
邓小平

理论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基本问题、主要

内容和历史地位。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式、讨论

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4 2

第六章

“三个代

表”重要

思想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核心观点、

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教学组织过程：教师讲授、启发——学生讨论、发言——教师

总结。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

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4 2

第七章
科学

发展观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科学内涵、主要内容

及历史地位。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讲授。

指导学生观看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辩论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4 2

第八章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及其历史

地位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

代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讲授。

指导学生观看视频《习近平为你描绘“新时代”》、《青年榜样

习近平》。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辩论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2

第九章

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

义的

总任务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讲授。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辩论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十章 “五位一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 1 4



6.2.学习内容与要求

前言

教学目标：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和历史进程；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握本门课程的性质、内容结构、学习要求。培养学生对理论问题的

体”总体

布局

谐社会及生态文明理论。

教学组织过程：教师讲授——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

引导。指导学生观看纪录片《改革开放三十年》、《旗帜》、《环

球同此凉热》。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讲授式、启发式、讨论

式、探究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0

第十一章

“四个全

面”战略

布局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讲授。

指导学生观看视频《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将改革进行到

底：时代之问》。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辩论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4 2

第十二章

全面推进

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要坚持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讲授。

指导学生观看视频《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将改革进行到

底：时代之问》。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目标式、案例式、讲授式、启发

式、讨论式、探究式、辩论式等教学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指导学

生观看纪录片《大国外交》。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案例式、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

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第十四章

坚持和加

强党的

领导

教学活动设计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要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教学组织过程：学生讨论、发言——教师归纳、引导。

指导学生观看纪录片《脊梁》。

教学方法建议：问题导向式、案例式、启发式、参与式等教学

法。

教学场地：多媒体教室。

2

合计 64（理论 48，实践 16）



思考、分析、评判能力。树立学生的使命感、与时俱进的品德、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教学目标：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形成发展；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

灵魂；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分析能力以及正确评

价历史人物的能力。树立学生的使命、与时俱进的品德、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教学目标：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背景、基本内容及其意义；熟悉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重要意义。培养学生分

析社会矛盾，对任务、目标进行正确选定，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类的能力。培养学生团结协作

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教学目标：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掌握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

造道路及历史经验；充分认识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促进学生理论思维、表达

能力的提高，培养一分为二分析和评价事件的能力。培养学生思变求进、正确处理人生的阶

段转换的意识。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教学目标：了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成果；掌握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正确认识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培养学生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

教训的能力。培养学生坚持真理的勇气，培养实事求是的品质，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教学目标：了解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掌握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和

主要内容；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分析能力以及正

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历史观点、世界视野、国情意识、问题意识。

第六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教学目标: 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

和主要内容；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分

析能力以及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历史观点、世界视野、国情意识、问题

意识。



第七章 科学发展观

教学目标：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形成过程；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

内容；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培养学生自我剖析能力、目标选择能力、事物

分析能力。帮助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念、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民族自豪感。

第八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教学目标：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明确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正确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培养学生对理

论问题的思考、分析、评判能力。帮助树立大学生的使命、与时俱进的品德、实事求是的作

风，培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教学目标：了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本

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能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也是世界的梦，实现中

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掌握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

安排。培养学生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分析、评判能力，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帮

助学生树立科学发展观念、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民族自豪感。

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教学目标：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

位一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熟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核心价

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等理论。培养学生的是非鉴别能力、综合比较判断能力，获得从社会政

策中寻找个人发展机遇的能力以及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科学发展意识、效率意识、合作意识、正确人权观，树立正确财富观和和谐观。

第十一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教学目标：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理解并

掌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民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

措。培养学生运用辩证的思维认识事物发展的能力。培养学生思变求进意识、人本精神、全

局观念、变革观念、务实精神、国家利益观、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

第十二章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教学目标：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理解军民融合，既是兴国

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必须做好军民融合这篇大文章，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培

养学生运用辩证的思维认识事物发展的能力。培养学生思变求进意识、人本精神、全局观念、

变革观念、务实精神、国家利益观、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教学目标：了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

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明确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能深刻认识“一带一路”建设顺应时代潮流，具有广阔前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培养学生政治敏锐能力，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国家利益的观念，确立和谐世界的理念，树立合作意识。

第十四章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教学目标：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能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明确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毫不动摇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培养学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对党的信仰、忧国忧民的情怀，树立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

7.教学实施建议

7.1 教师要求

基本要求 实行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任课教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法律素养，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

应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

一致的，不得从事该课程的教学。

学历、专业要求 现有教师应具备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新任教师原则上应是中国共

产党党员，具备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工作期间应兼职从事班主任或辅导员工作。

其他要求 坚持先培训后上岗，坚持每次开课前的全员再培训，做到先培训后开课。任

课教师要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提高为思想政

治理论教育事业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深入实践，了解学生，提高教学艺术和教学能力；注重道德修

养，提升精神境界，做教书育人的典范。

7.2 教学环境要求



多媒体教室、黑板、投影仪等。

7.3 教学方法建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的主要特点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分别有所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对理论成果的整体认识，在学生了解“为什么”

的知识层面基础上着重向“为什么”的道理层面上思考，在密切联系大学生思想实际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往理论上发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式可灵活多样。教学中注意采用问题导向式教学、案例式教

学、启发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在课内、外的教学中留下足够的问题给学生讨论，引导学生

阅读参考材料，扩大和深化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要特别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

尽量采用多媒体教学、情境教学、微课、录像视频等先进的教学手段，突破学生普遍感到课

程枯燥的问题。在教学内容上注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切忌空洞的说教。

本课程实践教学采取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社会现象发表观点、予以评论，或进行社会

调查，撰写相关调查报告等形式进行。达到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能力的目的。

本课程学习方法上一般应以针对具体的内容进行探究性学习为主，这样便于更好地完成

教学任务。同时提倡基于资源的学习模式、基于协作的学习模式、基于个性化的学习模式，

也就是学生在学习本课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关图书、网络信息及思政课教育基

地等资源条件展开学习，以强化和加深对课堂内容的学习理解。

7.4 教材选用

本课程教材选用国家统一使用教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可选用以下教参：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师教学参考用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案例解析

7.5 教学资源

本课程可充分利用影视资料、参观访问、行为训练、社会调查、公益活动、各种竞赛活

动等教学资源，让学生通过实践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理论成果以及党和国家的相

关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质。目的在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培养

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热情，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鼓励学生自觉投身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7.6 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要考核学生的“知”，也要考核学生的“行”，通过学生的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

绩进行考核。平时成绩包括出勤情况、课堂发言与讨论情况、笔记和作业完成情况、日常行

为表现及实践考核成绩；比例是平时成绩为 40%，期末考试成绩 60%。

学生学业成绩＝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

学业成绩组成的大体比例是：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4∶6。

8．附加说明

8.1 本标准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

研室制定并解释；

8.2 本标准制定人：李晓婷

8.3 本标准审核人：丁 坚 闫瑞杰

8.4 本标准批准人：吕学思

8.5 本标准于 2018 年 9 月 1 日发布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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