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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06723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适用专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各专业

先修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708951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7114801）

开课部门 马克思主义学院原理教研室

二、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全校本科各专业公共必修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基础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正确认识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明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课程目标 1：学生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学生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分析相关现实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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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专题一 “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本专题对应教材导论。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

理解：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了解：帮助学生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创始人的基本情况。

教学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

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和思想渊源。

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

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

在不断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观察当代世界变化的认识工具；是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行动指

南；是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真理。

专题二 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本专题对应教材导论。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理解：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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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教学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为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

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

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和每

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

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这些鲜

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使命，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努力学

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学风，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专题三 辩证唯物论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一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结合的哲学原理。

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之间的界线。

了解：“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逻辑界限及层次差异，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教学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唯物论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系统化、理论化的文化形态即为“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中加入了“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着眼于联系与

发展现象来审视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并确证它的本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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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物质范畴是它的理论基石。

唯物主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物质世界直观、消

极的理解，从能动的实践出发科学地把握到了世界物质性的真实意义。

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实践是物质世界分化出人类社会的关键,由此展开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

系。马克思主义将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

的有机结合。

专题四 唯物辩证法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一章第二、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在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深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辩证法内核。

理解：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着眼于联系与发展的世界观层

次”。

了解：唯物辩证法也是一种“认识-改造世界的根本性的思维方法”。

教学主要内容

一、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辩证法赋予唯物论以联系与发展的视野，使旧唯物主义的“静态世界观”

升级为“动态世界观”，也构成了一种认识以至改造世界的现实方法论。联系－

发展通过一系列环节得以实现。

二、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将事物的联系与发展把握为三条基本

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矛盾分析方法。

三、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相互结合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原

则，后者是前者的深化和展开，二者的结合体现出人类思维方法在哲学与具体科

学中的发展。

四、辩证思维的现实能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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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唯物辩证法原理，不仅要求我们掌握理论，还要求我们将其转换为自

觉的思维能力，包括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

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专题五 科学实践观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二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掌握实践的概念、特征、基本结构、形式，以及实践与认识

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性。

了解：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科学实践观，并学习运用科学实践观，做到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

教学主要内容

一、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科学实践观是不断丰富发展的。

二、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

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基本结构是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的有机统一。

实践分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三种基本类型。辩证唯

物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

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

践的飞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

专题六 唯物辩证的认识论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掌握认识的本质与过程；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其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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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统

一，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了解：了解价值评价及其标准，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主要内容

一、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

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

二、真理与价值

真理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

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价值具有主体性、客观性、多维性和社会历史性四个基本特性。真理与价值是辩

证统一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

根本要求；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从必然走向

自由的过程。

专题七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与唯物史观的产生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三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理解：社会存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

作用。

了解：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逻辑发展。

教学主要内容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及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在对待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如何对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划分二者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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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也是唯物史

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二、社会存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存在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即人类赖以

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

因素。

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于社会

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专题八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规律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三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规律。

了解：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与方法，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

教学主要内容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

物质力量。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经济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内容、性质和发展方向；生产关系对生

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经济基础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

和。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

设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内容、性质和发展变化；上层建筑对经济

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三、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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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社会形态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领会社会形态的发展、变迁和更替过

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选择性、前进性与曲折性。

专题九 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三章第二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理解：阶级斗争、革命、改革、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了解：社会发展的主体、客体和道路问题，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教学主要内容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它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

和发展，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更是一个经济的范畴。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

展的直接动力。

三、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革命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四、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改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

一重要动力。

五、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

杆。要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专题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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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三章第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了解：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时坚持的原则，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主要内容

一、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时坚持的原则

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来把握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立足于整

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来探究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入手来考察和说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从人与历史关系的不同层次上

考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科学地解决了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二、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

富的创造者；再次，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最后，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活动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的

观点。

专题十一 劳动价值论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四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准确地把握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

的基本矛盾。

理解：要求学生能够结合国内外最新实践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正确

认识劳动价值论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指导意义。

了解：要求学生能够厘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

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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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要内容

一、商品二因素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二因素，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体现了商品和劳动的自然属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价

值和抽象劳动体现了商品和劳动的社会属性，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商品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商品的价值量由劳动量决定，劳动量由生

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简单劳动为计算尺度。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

三、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产生

商品价值形式经历了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价值形式四个阶段。货币的产生使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

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固有矛盾是资本出

现的前提。

专题十二 剩余价值理论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四章第二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分配过程。

理解：要求学生能够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和阶级斗争的

经济根源。

了解：要求学生能够进一步明白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并运

用相关理论来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教学主要内容

一、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与劳动力成为商品

资本的增殖（G－W－G’）起始于生产领域，但需在流通领域中为购买劳动

力商品做准备。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

二、资本积累、资本流通和资本分配

资本积累是指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通过追加资本来完成剩余价值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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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本积累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

价值和剩余价值要通过资本流通来实现。产业资本在时空循环过程中执行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和地租等具体形式。利

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与古典危机形式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

专题十三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趋势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涵，并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基本线索科学

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理解：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和新变化。

教学主要内容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涵及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其生成和演变的周期

性。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及新表现

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而调整

和变化的结果。它既意味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旧形式的缓和克服，同时也意味

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虽呈现出了新

特点和表现形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内生的基本矛盾。

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同此前的其他社会制度相比，空前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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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往任何社会所不可比拟的。但是，由于其自身具有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因

此最终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决定

的。

专题十四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五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经济全球化的含义、表现和本质。

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教学主要内容

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与动因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动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根本的推动力；二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

的企业组织形式；三是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保障。

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的同

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

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在反思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不是一部分

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实现发展的大舞台。面对不同国

家在生产方式、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要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

专题十五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六章第一、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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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基本原则的

坚持和发展体现。

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了解：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教学主要内容

一、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也经

历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兴起的过程。最终，社会主

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遵循。主要内容有十条，并在后来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证实、丰富和发展。

三、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基本原则，反对任何背离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另一方

面要善于把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最后，还应紧跟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基本原则。

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我们党自觉把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

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上达到了新的境界。

专题十六 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开拓前进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六章第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特点，增强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心。

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原因。



14

了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教学主要内容

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第一是受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制约；第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状况的制

约；第三是面临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第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的探索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的原因：第一，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

社会发展阶段是决定性因素。第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性是重要条件。第三，

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是现实原因。要求各国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出发，

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三、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

首先，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最后，要以自信担当、开拓奋进的姿态走

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

专题十七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七章第一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把握马克思主义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原则。

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了解：进一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教学主要内容

一、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原则

在展望未来社会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提出并

自觉运用了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一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

础上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二是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发未来新世界

的特点。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不断深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四是

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不对各种细节作具体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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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具体而言，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如下：一是物质财

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二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

高。三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专题十八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

本专题对应教材第七章第二、三节。

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解：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与长期性。

了解：帮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坚定理

想信念。

教学主要内容

一、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依据的。共产

主义的实现又是十分漫长且充满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灭亡

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最终向共产

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二、坚持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二者从时间上看是最终理想与阶段性理想的关系，从层次上看是最高纲领与

最低纲领的关系，从范围上看，则是全人类理想与全体中国人民理想的关系，不

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三、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新时代的青年，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勇做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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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
上

机

课内

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专题一 “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 2 2

专题二 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2 2

专题三 辩证唯物论 2 2

专题四 唯物辩证法 6 6

专题五 科学实践观 2 2

专题六 唯物辩证的认识论 4 4

专题七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与唯物史观的

产生

2 2

专题八 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规律 2 2

专题九 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2 2

专题十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 2

专题十一 劳动价值论 4 4

专题十二 剩余价值理论 6 6

专题十三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发展趋

势

2 2

专题十四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2 2

专题十五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2 2

专题十六 社会主义在实践探索中开拓前

进

2 2

专题十七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2 2

专题十八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

2 2

合 计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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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大纲和不同专业特点，结合模块化实

践教学，进行原理课程的实践教学探索，主要模块有读书会、热点问题研究等。

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相关现实问题的能

力。

六、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教学设计。本课程包括导论和 7 章内容，分为 18 个专题，采用专题教学和

章节式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专题设计突出“点”“面”“体”三结合。“点”是

指专业兴趣点和原理知识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的哲学、政治

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内容；“体”是通过专题教学，帮助学生实现

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有机融合。

教学组织。以理论讲授为主，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线下授课为主、线

上辅学为辅的教学模式。线下课堂教学基于章节顺序，通过专题教学完成；根据

教学专题内容，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色及其兴趣点，找到典型案例，形成专业兴

趣点、知识点和典型案例相对接的思维导图，进行启发式教学，以实现立德树人

的目标。线上辅学主要依托兄弟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慕课，以及

企业微信课程群、学校多媒体教学平台及资源。

七、教材与参考资料

（一）教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21 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

ISBN 978-7-04-056620-8。

（二）教学参考资料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2012年版。ISBN 978-7-01-010686-1。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ISBN 978-7-01-010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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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

版社2012年版。ISBN 978-7-01-010686-1。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ISBN 978-7-01-010763-9。

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版。ISBN 978-7-01-010687-8。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

出版社2012年版。ISBN 978-7-01-010763-9。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ISBN 978-7-01-010762-2。

8.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ISBN 978-7-01-010653-3。

9.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ISBN 978-7-01-010653-3。

10.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ISBN 978-7-01-010653-3。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ISBN

978-7-01-010653-3。

12.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ISBN

978-7-01-000918-6。

13.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ISBN

978-7-01-000918-6。

14.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ISBN 978-7-01-002070-9。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ISBN

978-7-11-911392-0。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ISBN

978-7-11-911161-2。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19年版。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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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11-912409-4。

18.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ISBN 978-7-01-022601-9。

八、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成绩以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考察成绩相结合，其中平时成绩占30%,

期末成绩占70%。平时成绩注重过程考核，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课

堂互动表现、课堂小作业、课堂考勤情况等。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由单选题、

多选题、判断题、材料分析题等多种题型构成，覆盖90%以上课程目标。

大纲执笔人：刘喜珍

大纲审核人：张茂林

开课系主任：刘喜珍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王润稼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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