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大纲

一、 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最核心、

份量最重的一门课程。是全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

和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十八以来形

成的最新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地位及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

指导意义；把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与科学体系；深刻理解党的十八以来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基本内容，聪理论和实践上把握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分析国情的思维方法，提高政治理论素养，激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投身于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开设本门课程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要培养青年一代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永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青春。

本教材是经中央政治局领导审定的教材，因此，要求同学们切实端正学习态度，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方法，既认真学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

理，又自觉地把自身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二、 学时分配

学时分配：108，其中理论教学：92学时，实践教学：16学时。理论教学的学时分配具

体安排如下：

章 节 教学内容 学时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8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4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4
4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4
5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6
6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4
7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4
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8
9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4
10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6
1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
12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2
13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2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4
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4



实践教学 32
合 计 108

三、 教学内容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要意义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

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四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第五节 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第二节 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一、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经验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

二、中国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二、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经验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捉的确立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二、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四、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涵义和主要特征

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及其主要内容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

二、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

第四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一节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三、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二节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三、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

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一、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三、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节 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发展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

三、统筹城乡发展

四、统筹区域发展五、积极扩大就业

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

一、人民民主专政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第二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一、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

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和重要意义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涵义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

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第二节 “一国两制”的实践

一、“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发展及特点

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第二节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一、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二、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三、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四、巩固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

第二节 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法宝



二、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基本任务

三、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

第三节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二、建立巩固的国防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三、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与优良传统

四、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

五、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节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节 加强党的建设

一、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