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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内容概要

《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对“概论”课程建设及教学规
律，特别是“概论”课程的实践教学进行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书中的大部分观点都是课程
组亲身实践的经验总结，有些观点是针对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尚存的缺陷提出，有些观点是针对别的院
校已取得的经验借鉴和尚存问题的提出，也有的观点是作者多年从事领导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的经验
总结。在“概论”课程的整个教学实践中，课程组深深的体会到：高职院校的教学工作必须坚持：一
手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手抓专业技术技能课教学；一手抓课堂理论教学，一手抓实践教学；一
手抓思想理论课实践教学，一手抓专业技术技能课实践教学。三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相互依存
、相互依赖，是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整体思路，体现了高职办学的指导思想和最显著的特点。只有坚
持三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高职教学工作才能真正上质量、上水平。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和启动未来十年《教育规划纲要》的开端之际，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于推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发展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工作，响应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伟大号召是颇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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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与开好“概论”课程的重大意义
　第一节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状况
　　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
　第二节　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建立
　　一、我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由来和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建立
　第三节　“概论”课程的性质与开好“概论”课程的重要意义
　　一、“概论”课程的性质和内容
　　二、“概论”课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三、高职院校开好“概论”课程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　高职“概论”课程的教学设计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教学设计的前提和基本原则
　　一、高职教育的内涵和高职教育的特殊性
　　二、高职“概论”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内容
　　一、“概论”课程教学目标的确立
　　二、“概论”课程教学对象的分析
　　三、“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
　　四、“概论”课程教学策略的制定
　　五、“概论”课程教学评价钓设计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概论”课程教材使用的要求
　　二、“概论”课程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第三章　高职“概论”课程的课堂理论教学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课堂理论教学的现状和基本要求
　　一、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的现状
　　二、课堂理论教学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课堂理论教学的改革
　　一、传统课堂理论教学的优缺点
　　二、课堂理论教学的改革思路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和实施
　　一、“概论”课程教学过程的本质
　　二、“概论”课程教学过程的实施
第四章　高职“概论”课程课堂理论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节　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
　　一、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革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
　　二、“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必要性
　　三、“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课堂主导教学方法——讲授法改革的探索
　　一、课堂讲授教学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导教学方法
　　二、课堂讲授教学法改革的探索
　第三节　其他辅助教学方法及改革
　　一、案例启发式教学法及改革
　　二、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及改革
　　三、课堂讨论式教学法及改革
第五章　高职“概论”课程的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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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教案设计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教案设计的必要性
　　二、教案设计的基本要求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教案设计的内容
　　一、教学基本信息
　　二、教学目标的确立
　　三、教学内容、重点、难点的把握
　　四、教学程序的设计
　　五、教学策略的制定
　　六、教学反思
　第三节　当前高职“概论”教案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其特殊性
　　一、“概论”课程教案设计存在的问题
　　二、“概论”课程教案设计的特殊性
第六章　高职“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制作
　第一节　应用多媒体课件教学概述
　　一、多媒体课件的概念
　　二、多媒体课件的应具备的属性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一、“概论”课程运用多媒体课件的作用
　　二、当前“概论”课程教学多媒体课件存在的问题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制作的探索
　　一、“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原则
　　二、“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把握的几个关系
　　三、“概论”课程多媒体课件制作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七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的理念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内涵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区别与联系
　　三、“概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在高职实践教学体系中的特殊性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的内容
　　一、实践教学活动目标的设计
　　二、实践教学活动内容的设计
　　三、实践教学活动方法的设计
第八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中的组织
　　一、组织的概念和含义
　　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的组织结构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组织机构的建立
　　一、“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的原则
　　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组织机构的建立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管理机构的职能
　　一、组织领导职能
　　二、协调管理职能
　　三、服务监督职能
　　四、奖惩激励职能
第九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的形式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的校内实践教学
　　一、校内实践教学的含义及特点
　　二、“概论”课程校内实践教学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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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的校外实践教学
　　一、校外实践教学的含义及特点
　　二、“概论”课程校外实践教学的形式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的网络实践教学
　　一、网络实践教学提出的背景
　　二、网络实践教学的内涵及特点
　　三、“概论”课程网络实践教学形式的探索
第十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与操作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的提出和决策
　　一、实践教学活动的提出
　　二、实践教学活动的决策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活动的落实
　　一、实践教学活动计划的制定
　　二、实践教学活动联系的方式
　　三、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第三节　实践教学活动的总结
　　一、撰写心得体会
　　二、汇报交流
　　三、宣传报道
　　四、整理归档
第十一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的基地建设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必要性与原则
　　一、“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原则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
　　一、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
　　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基地的使用与建设
　　一、实践教学基地的使用
　　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二章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研究
　第一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一、“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的内涵
　　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三、“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的组成要素及其行为规范
　　一、“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的组成要素及相关职责
　　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组成要素的行为规范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机制的建立
　　一、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三、建立应急处理机制
　　四、建立投入保障机制
第十三章　高职“概论”课程的考核与评价
　第一节　改革传统考试考核方法
　　一、“概论”课程的考试考核现状
　　二、改革传统考试考核方法的必要性
　第二节　建立综合考试考核指标体系
　　一、综合考试考核指标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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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综合考试考核指标体系的特点
　　三、综合考试考核指标体系的作用
　第三节　高职“概论”课程的评价
　　一、“概论”课程评价的内容
　　二、“概论”课程评价的原则与标准
　　三、“概论”课程评价的意义
第十四章　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第一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素质的基本要求与现状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素质的基本要求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素质的现状
　第二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教师自身的理想信念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
　　二、教师自身的能力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
　　三、奉献精神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精神支柱
　　四、师德师风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重中之，重的内容
　第三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的途径
　　一、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选聘配备和教学科研组织建设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在职学习、进修和理论培训工作
　　三、积极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努力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四、切实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素质提供政策和制月
附录一　2005年高职高专国家精品课“概论”介绍
附录二　2007年在河北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集体备课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附录三　2009年在河北省“概论”课程集体备课交流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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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次，要紧紧围绕转变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教学。一要调查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特别是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现行方针、政策的模糊认识以及观察、分析、认识
客观事物方面的糊涂方法，以便在课堂教学中，联系这方面的实际，解决某些糊涂认识，增强教学过
程的针对性；二要与大学生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了解大学生现实的思想状况和实际问题，以便
增强教师课堂理论教学的亲和力；三要深入大学生，做大学生的知心朋友，了解大学生深层次的思想
苗头和潜在矛盾，以便及时沟通、化解矛盾，增强师生感情。这样，教师的教学过程才能真正做到有
的放矢，提高教学过程的时效性。再次，要千方百计提高授课质量。提高授课质量是有效实施教学过
程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有效运行，要求教师必须丰富教学内容，回答学生提出的
热点难点问题，选择有利于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方式与方法，运用准确、生动、严谨、通俗的教学语
言和现代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千方百计地把提高授课质量放在实施教学过程的第一位。这样，才
能提高教学过程的吸引力、说服力，增强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就每一堂课的具体教学过程来讲
，一般说来，大体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复习旧课，导入新课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完成
本堂课与上堂课的衔接，交代本堂课的教学任务与教学目标。根据本堂课的教学内容和难易程度，通
常有五种方法导入新课：一是开门见山。把本堂课要讲的主要问题和重点难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
交代给学生，以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并指明本堂课的重要性及要讲的主要问题及其在整个教学体系
中的地位作用。二是根据本堂课要讲的主要问题选择适当的案例，以案例引入课堂教学的开始。案例
介绍后，针对课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案例出发，设计几个问题，发动学生分析案例、讨论案例，
引导课堂教学的深入。三是复习旧课，通过课堂提问，学生回答问题，把以前学过的旧知识重点复习
一遍，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在复习旧课的基础上，导人新课。四是通过作业讲评或阶段测试讲评开课
，将作业或测试中的共性问题与个别问题集中归纳讲解，以提高对综合问题的分析认识能力，并导引
出新课。五是复合式开课法，把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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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院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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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于了解高职院校概论课的体系大有裨益。
2、教学参考一下还可以
3、书太薄了，性价比不行，老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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