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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课程建设 

一、课程建设目标 

1.总体目标 

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点课程建设及“闻道中国”课

程思政，通过课堂讲授、专家讲座、小组讨论和社会实践等教学

方式，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要内容、基本立场、观

点和方法。课程培养主要包括“明道”、“知道”、“信道”、

“行道”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逻辑紧密、层层递进，着重回答

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坚

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继而提出当代大学

生要“明道、知道、信道、行道”的内在要求和时代使命，从而

达到“知、信、行”合一的教学目的，做到真学、真懂、真信、

真用。 

掌握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内在逻辑，从整体上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性与真理性。 

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

现象的能力，能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理论思

考。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能够

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2 

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课程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全面把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所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寻中国经济社会与世界实践发

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认识与分析

当代理论前沿和社会思潮、当代重大社会问题和理论热点问题，以增

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体建设路径 

第一，加强课程教学网络化建设。将选取部分课程进行摄像。根

据摄像进行后期制作，为精品视频、微课做电子资料准备。每门课程

的专题课程教案进行归集整理，形成课程讲义。学生在微信群、网络

教学平台上的讨论内容进行归集整理，形成课程实践材料。预计在

2020年 6月完成。 

第二，教学团队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坚持以学术科

研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基础，形成囊括多学科背景教师共同参

与。一方面，建立一支由本校 10-11名在职在岗教师组成的核心团队，

保证课程建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邀请校内外具有较深

学术造诣、马学科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并根据课

程内容和教学安排举办讲座，提升课程教学实效性。目前正在实施，

预计 2020年中期完成。 

第三.教学模式创新。教师将课程的传统讲授方法比如灌输式教

学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渗透式、参与式与创新式专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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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来，使显型、粗放的价值观教育提升到隐型、内涵式价值

观塑造，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采取大班专题教学，小班

讨论的方式建构出一种能够启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自发探究问题

的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 

第四，课程网站建设。通过课程教学资料、课件、习题、讨

论题上网的方式，实施课程网站建设。积极筹备创建网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理论和实践论坛。进行教学课外实践环节的优化。

建网页，提供若干基本论题，由学生自由点击进入，阅读内容、

发表看法、提出新论题。教师轮流值网，梳理学生提问，引导学

生思考，把握论坛导向。必要时将热点问题带进课堂重点分析。

预计 2020年第完成。 

 

二、奖项目标 

1.积极申报校级教学成果奖，并积极申报上海市教学成果

奖。目前已获得上海师范大学 2019年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1项。2020年度拟申报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2项。 

2.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和上海市重点课程。2020 年度

拟申报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 3门，上海市重点课程（精品课程）

2门。 

3.申报上海市和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实验室）。目前

正在筹划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拟于 2020 年申报市级和国家级

实验室，助力马克思主义学科，尤其是思政课程的实践教学、情



 4 

景教学。 

4.打造 5个校级重点教学创新团队。拟打造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

所有课程在内的教学团队，形成就学专家+骨干力量+青年教师一体的

教学团队。拟于 2019年底完成团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