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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0068004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学分  32 学时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课程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政府与社会经济的互动。探讨经济社会转型对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

介绍基本政府制度及其政治逻辑；第三部分介绍和分析政治互动与政策过程。 

 

00680082 审美的历程        2 学分  32 学时 

Historic Process for Esthetic Judgment 

本课程首次提出并揭示了美的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并最终为新的、更高形态扬弃的客观规律。重新定

义了"美的本质"，揭开了"艺术的起源"、"东西方审美差异"和"现代艺术"的神秘面纱。走完由三万年以来各

个历史时期千余幅代表作所展现的人类文明进化中这惊心动魄而又辉煌璀璨的审美历程，不仅是审美能力

的全面提升，更是远见力、洞察力、和创造力思维的全新启动。走进《审美的历程》，重塑你的理想和信念，

坚挺你不屈的脊梁。 

 

00680131 时政热点研讨        1 学分  16 学时 

Hot Political Issues Seminar 

本课程为专题研讨课，每周对一个专题进行重点讨论，力图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提升学生分

析问题的能力。专题包括以下内容： 

1.为什么说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2.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3.现代文艺思潮的背后：政治推手与经济利益 

4.公有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5.本轮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种思潮评析 

7.近年来宗教热评析 

8.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00680142 儒家的修身之道        2 学分  36 学时 

Confucian Dao of Cultivating 

以儒家经典《大学》为核心，结合孟子，朱熹，王阳明，辜鸿铭，梁漱溟等大儒的著作，阐述儒家的个人

修为、自我完成之道。为沟通古代经典与现代人精神的鸿沟，立足现代，用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现代西方学

习东方方兴未艾的修行思潮，从现代人的问题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阐释儒家久经考验的完美的个人

完成道路，即修身之道。以现代的微言，阐述古代经典的大意。 

 

00680162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        2 学分  36 学时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tate Governance 

充分发挥北京高校及首都地区理论名家的感召力、吸引力，深入阐释经典的要义，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演进与近代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规律，以思想与学术的光芒为青春领航，帮助大学生克服理

论学习碎片化、浅层化、应付化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强化“读书读经典”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安排 16 位名家组成授课教师团队，确保 12 次课程按时、连续进行。其中，第一讲安排在北京高校新生引

航工程暨“名家领读经典”活动启动仪式上进行，不计入试点高校选课系统中。 

授课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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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总论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 

第二讲  中国的历史与山河 

（北京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李零） 

第三讲  统一与分裂——永贞革新与柳宗元的《封建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杜晓勤教授） 

第四讲  文官官僚制的形成与变革——熙宁变法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楠教授） 

第四讲  内圣与外王的道理——王阳明与《传习录》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谢茂松教授） 

第五讲  中国的边疆——魏源与《圣武记》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教授） 

第六讲  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 

第七讲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 

第八讲  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世界体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教授） 

第九讲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的逻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 

第十讲  苦难辉煌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 

第十一讲  改革与中国道路 

（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 

第十二讲  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江泽民《金

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李稻葵教授） 

第十三讲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 

第十四讲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 

第十五讲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与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 

第十六讲  结论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中心主任潘维教授） 

 

 

00680172 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格局与国家外交战略        2 学分  32 学时 

China’s Plans: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 and National Diplomatic Strategy 

为充分发挥北京高校及首都地区理论名家的感召力、吸引力，深入阐释经典的要义，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演进与近代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规律，以思想与学术的光芒为青春领航，帮助大学生克服

理论学习碎片化、浅层化、应付化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强化“读书读经典”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061018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学分  4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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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Moral and Legal Education 

本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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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创造成果，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当代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面对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等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的教育教学，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学分  48 学时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本课程共分 14 讲。 

第一讲：导论；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 

第二讲：大变局：中西冲突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三讲：觉醒：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四讲：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五讲：痛苦的转型：民国初年的政治与文化； 

第六讲：救国的新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第七讲：第一次国共从合作：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与新问题； 

第八讲：到农村去：中国共产党在曲折中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 

第九讲：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上）； 

第十讲：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下）； 

第十一讲：政场、文场与战场：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诞生； 

第十二讲：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十三讲：寻找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十四讲：伟大的转折：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106102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 学分  64 学时 

Principle of Marxist Philosophy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着重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

不断提高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真理，用实践检验真理；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

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正确把握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

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明确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进一步坚定社会主

义必胜的信心；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1061022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学分  64 学时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一）慕课：将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的内

容以慕课的形式全部展现给学生；并辅助小班讨论，加深对热点、难点问题的认识。 

（二）专题讲授：每个专题都要抓住三个关键词：一是思想（重在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二是政治（培养

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并掌握科学方法，为其奠定一生成长的基础）；三是理论（通过讲深讲透理论来实

现思想、政治目标）。其主要内容主要有：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独具特色：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刻变革：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首要问题: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改革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伟大创举:社会主义也可以

搞市场经济；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

思路；民主政治：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文化建设：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谐社会：新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外交战略：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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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战略选择；党的建设:  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