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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赴浙江绍兴

参加马原、毛概（2021 版）新教材教学设计

研讨会

2021 年 10 月 16 日，由教务科牵头，《概论》教研室、《马原》

教研室及《思德法》教研室负责人具体组织马院 15 位思政教师，前

往绍兴参加了马原及毛概（2021 版）新教材教学设计研讨会，16 日

当天，15 位老师分成两组，分别参加了马原和毛概的两场新教材教

学设计研讨会。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版）》新教材教学设计研讨会，

上午的主讲人是南开大学的杨谦教授，杨教授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2021 版教学设计的四个方面展开，着重探讨了将设计教

学方案置于充分领会新教材基础之上、教学设计需要突出哪些新教材

修改的重点内容、新教材最值得点赞的是哪些方面？设计《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教学方案要运用整体性思维四个方面来进行深刻的阐述。

下午主讲人是华东理工大学的杜仕菊教授，杜教授围绕真正实现

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设计创新为

主题展开研讨，同时她着重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必要性（缘

起）、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之教师、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

系转化之教学、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之教法四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新教材教

学设计研讨会，上午的主讲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陈锡喜教授，陈教授

主要是以《概论》教材修订及七一讲话进课堂思考为主题，围绕 2021

版《概论》教材的修订、关于“七一讲话”进课堂的思考、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理论问题三个方面进行现场教学和交流培训。

下午的主讲人是武汉大学的杨军教授，杨教授以“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设计为主题，通过以下三

个方面，即教学设计的内容与要求、部分章节教学设计示例和若干教



学活动的设计进行展开，杨教授讲解完毕之后，马院的各位老师积极

参与了现场讨论，大家都收获满满。

10月 17 日，高等教育会议中心组织全体参会教师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活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位于浙江省

嘉兴市南湖路，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

南湖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修建的。纪念馆基本陈列分为“开

天辟地”和“光辉历程”两大陈列，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

的历史进程。第一展览“开天辟地”，主要讲述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

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过程，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探索救亡图存

的道路”分“清王朝的衰落和列强侵华”、“屈辱与苦难”、“抗争与探

索”三个单元；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分“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四个

单元；第三部分“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展示了 13位一大代表的生平

和各自留下的人生足迹。第二展览“光辉历程”，主要讲述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九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共分三

部分：第一部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分“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两个单元；第二部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

国”分“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两个单元；第三部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期”、“开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开创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篇章”、“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四个单元。

纪念馆中，详尽的史料展示和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给所有参观

教师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了解党的艰苦奋斗历程，学习党的牺牲

奉献精神，感悟党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参观学习后，

老师们纷纷表示：“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

精神，既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是激

励新时代思政课教师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努

力提升综合素质，做好立德树人工作的动力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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