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赋分系数表

课程 教学专题
赋分系数

本科/研究生思政课 高职专科思政课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导论 1 1.05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1.05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1.05 1.0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 1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1.025 1.025
推动高质量发展 1 1.025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科技、人才战略 1.025 1.025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1.025 1.025
全面依法治国 1.05 1.05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 1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1.05 1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 1
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1.05 1.05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 1.05 1.025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1.05 1.05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1
全面从严治党 1.05 1.05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1 1
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 1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 1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1.025 1.025
邓小平理论 1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025 1.05
科学发展观 1.025 1.05

思想道德
与法治

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1 1
树立高尚人生目的 1 1
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1 1.025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1 1.025
理想信念的内涵及重要性 1 1
坚定信仰信念信任信心 1 1
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1 1
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1 1
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 1 1
让改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1 1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1.05 1.05
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1 1.05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05 1.05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 1 1.025
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1 1
投身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1.025 1.025
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 1.025 1.05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1 1.05
维护宪法权威 1 1.05
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1 1.05

形势与政策

2025年全国“两会” 1 1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就业形势 1 1
当前我国社会思潮新趋势及其影响 1 1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趋势与影响 1 1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1 1
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 1 1
中美关系新动向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 1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1 1
注：2025年秋季学期“形势与政策”教学专题赋分系数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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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教学专题
赋分系数

本科/研究生思政课 高职专科思政课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努力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 1 /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1.05 /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1 /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1.025 /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1 /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1 /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1 /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1.05 /
真理和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尺度 1 /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 1.025 /
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 1 /
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1.05 /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当代价值 1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经济危机 1 /
认识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1.05 /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发展 1.025 /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1.05 /
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1 /
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 1 /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1.025 /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1 /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1.05 /
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长期性 1.025 /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1 /
近代中国的磨难与抗争 1 /
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1 /
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 /
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1 /
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 1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
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1 /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 /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展 1.025 /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1.025 /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05 /
把握历史主动 坚定历史自信 1.025 /

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 /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1 /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1.05 /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 1 /

中国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

当代世界经济 1 /
当代世界政治 1 /
当代世界文化 1 /
当代世界技术 1 /
当代生态环境 1 /
当代资本主义 1 /
当代社会主义 1 /
当代社会问题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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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教学团队报名名额分配表

地区

本科思政课 高职专科思政课 研究生思政课

合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
与法治

形势与
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思想道德
与法治

形势与
政策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中国
马克思
主义与
当代

北京 3 3 3 3 3 1 1 1 1 1 2 2 24 

天津 2 2 2 2 2 1 2 2 2 1 1 1 20 

河北 4 4 4 4 4 1 4 4 4 1 2 2 38 

山西 2 2 2 2 2 1 2 2 2 1 2 2 22 

内蒙古 1 1 1 1 1 2 1 1 1 2 1 1 14 

辽宁 3 3 3 3 3 1 3 3 3 1 2 2 30 

吉林 2 2 2 2 2 1 2 2 2 1 2 2 22 

黑龙江 2 2 2 2 2 1 3 3 3 1 1 1 23 

上海 2 2 2 2 2 2 1 1 1 2 2 2 21 

江苏 6 6 6 6 6 2 6 6 6 2 3 3 58 

浙江 3 3 3 3 3 1 4 4 4 1 2 2 33 

安徽 4 4 4 4 4 1 5 5 5 1 1 1 39 

福建 3 3 3 3 3 1 3 3 3 1 2 2 30 

江西 4 4 4 4 4 1 4 4 4 1 1 1 36 

山东 6 6 6 6 6 2 8 8 8 2 4 4 66 

河南 7 7 7 7 7 2 7 7 7 2 3 3 66 

湖北 5 5 5 5 5 1 5 5 5 1 4 4 50 

湖南 4 4 4 4 4 1 6 6 6 1 2 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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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本科思政课 高职专科思政课 研究生思政课

合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
与法治

形势与
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思想道德
与法治

形势与
政策

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中国
马克思
主义与
当代

广东 6 6 6 6 6 2 7 7 7 2 3 3 61 

广西 5 5 5 5 5 1 3 3 3 1 1 1 38 

海南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重庆 3 3 3 3 3 1 2 2 2 1 2 2 27 

四川 5 5 5 5 5 2 6 6 6 2 4 4 55 

贵州 2 2 2 2 2 1 2 2 2 1 1 1 20 

云南 4 4 4 4 4 1 2 2 2 1 1 1 30 

西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陕西 3 3 3 3 3 2 3 3 3 2 4 4 36 

甘肃 2 2 2 2 2 1 2 2 2 1 1 1 20 

青海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宁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新疆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7 

兵团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0 100 100 100 40 60 6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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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
上传资源说明

1.教学重点内容对照表要将本学段展示课程的统编教材

等教学依据，与相邻学段对应思政课的统编教材进行整体分

析，按专题或按章节梳理不同学段思政课均涉及的内容，针

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培养目标，分别提炼相邻学段

和本学段的教学重点，形成相互对照和有效衔接，避免简单

重复。

2.学情分析报告要紧扣所选教学专题，紧密围绕党中央

关心的重大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科学细致的调

查研究，明确学生对该教学专题普遍感兴趣、存疑惑的真问

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研提回答这些问题所需的理

论支撑和实践案例，篇幅 2000 字以内。

3.学生常见问题清单要围绕所选教学专题，原汁原味呈

现学生在课上课下经常提出的问题，分条列出，不需提供解

答。

4.创新教案要对所选教学专题进行完整设计，紧紧围绕

如何有效解答学生真问题、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这一

教学目标，创新教学设计、突出教学重点，强化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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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八个统一”的教学效果，篇幅 8000 字以上。

5.创新课件要对应所选教学专题，根据创新教案，以教

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各门课程配套课件

（最新版）为蓝本，优化教学编排、充实教学素材，使课件

更加贴近教学实际需要，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研究生思政

课可综合参考本科有关课程的配套课件，制作创新课件。

6.讲授视频应为个人展示教师使用创新课件进行教学的

影音资料，横屏录制，展示 1 课时教学内容（如创新课件容

量超过 1 课时，讲授视频可选取创新课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

展示），长度 45 分钟以内。视频画面须为创新课件的播放

展示（不得另配课件），视频声音应由个人展示教师本人录

制。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透露或暗示个人展示教师、所属教

学团队、所在学校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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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评审
参考标准

评审模块 评审指标

教学内容

贯穿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体现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和《求是》重要文章精神，充分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

遵循最新版统编教材精神，对应所选教学专题，观点正确、讲授准

确、教学目标明确

教学过程完整严密，各教学环节安排得当，基本理论阐释清楚，基本

事实论述准确，重难点突出，史论结合、旁征博引，素材多样、信手

拈来，及时将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成功案例转化为课堂教学资源，体现

“大思政课”理念

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发掘身边人身边事蕴含的育人元素，主动辨析错

误思想观点，有效回应学生关心问题和思想困惑，经得起追问

教学方法

熟悉教学法基本原理，教学设计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关注学生差异性

熟练运用教学法，注重课堂互动，不照本宣科，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

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

教学效果

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性、吸引力，注重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增

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

定“四个自信”

技术要求

教学重点内容对照表、学情分析报告、学生常见问题清单、创新教

案、创新课件、讲授视频均不得出现任何可能透露或暗示学校、团

队、教师信息的元素，不得出现教师的面部形象或写实人物像

教学重点内容对照表、学情分析报告、学生常见问题清单、创新教案

为标准 PDF文件格式，版式自定，文字简洁，内容可复制。教学重

点内容对照表的文件名为：对照表.pdf，学情分析报告的文件名为：

报告.pdf，学生常见问题清单的文件名为：清单.pdf，创新教案的文件

名为：教案.pdf
创新课件文件格式为 ppt或 pptx，文件名为：课件.ppt或课件.pptx
讲授视频文件格式为 mp4，视频分辨率为 1920×1080，视频编码为

H.264编码。讲授视频文件名为：视频.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