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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14 年 5月           实践检验期:2.5年 

 完成：2015 年 1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专题教学是在理解教材和教学要点的基础上，充分领会课程精神，

根据课程中的基本理论，提炼出重点和难点，以问题为核心、综合教材

内容后整合成的主题式教学方式。专题设计要围绕和为实现课程目标服

务。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以下简称“原

理”课）的教学重点和要点概括为“四观”——“十六理”和“五十

点”的基础上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推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深度转

化；注重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融入“原

理”课教学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教学要点、教学课件等；积极探索行之

有效的实践教学、期末考核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原理”课教学设

计资料，同时正在将形成的大量教学资料上传至山西省高等学校精品资

源共享课网站；撰写了关于“原理”课教学设计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调研

报告。 

 

（1）形成了基于“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的教学的

基本资料。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学要点、教学课件、教学

大纲、实践教学大纲等教学基本资料。“原理”课除绪论外的内容（共

七章—二十节）可以概括为“四观—十六理—五十点”。 

世界观：世界本质与人的实践的原理，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



 

 

原理，对立统一的原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

原理，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原理； 

历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

运动规律的原理，阶级斗争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的原理； 

资本主义观：剩余价值学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原理，

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原理； 

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社会主义本质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共产党建设的原理，人的

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原理。 

 

（2）探索出了一套内容与方法相互配套的具体做法。 

教学方法服务于教学内容，“教学有法，贵在得法”，在“原理”

课专题教学过程中具体而合理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是进一步增强“原

理”课教学实效性的关键所在。在“四观”——“十六理”——“五十

点”的讲授中根据自身知识结构的实际和相应的教学内容可以采用多样

的教学方法，如提问式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专题教学法、案例教学

法、图表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等教学

方法。 

 

（3）形成了一篇研究报告和基于“3+2”教学模式的原理课堂实践

教学指南。 

“原理”课的教学设计以确立教学目标为始端，立足教材的基础上

重构教学内容，灵活选择教学方法，注重教学实效，将评价反馈于教学

实践，促进教学提升。作为“原理”课程教学设计的四个方面，教学目

标设计、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评价设计是相互联系，互

为关联的有机统一整体，形成课题的研究报告。 

为了更好地化解 “原理”课教学中存在的现实难题，进一步增强

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和实效性。把深刻的道理和抽象的理论与具体实

际紧密结合，探索围绕“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展开课堂

实践教学，激发学生对原理和实践问题的关注和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在

“原理”学习中的学习自主性。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围绕课程总目标进行总体设计，形成系统的教学过程。 

“原理”课教学的基本内容和课程总目标是：把握“一个主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突出“一个重点”——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为重点；贯穿“一条主线”——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

线。主题中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问

题。学生学习的重点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与多种

社会思潮比较中认同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当代

世界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基于这种理解，在

教学重点和要点概括为“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的基础上

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教学设计是沟通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关键，是

提升“原理”课教学实效的重要前提。梳理教学设计研究理论的基础

上，寻找适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设计理论，进一步探究适合“原

理”课的教学设计理论。对全国“原理”课关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收集，借鉴国家级“原理” 精

品课程及网络教学资源共享课的现有成果及其经验，研究“原理”课每

一章节的教学设计，在多元化教学设计模式中构建“原理”课系统性的

教学设计。就具体教学设计来看，主要包括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

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评价设计四个基本环节。教学目标设计统领教

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服务于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评价设计检验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设计的实效性。 

 

（2）学生参与专题教学，注重学生在原理科学习过程中的获得

感。 

通过专题教学,能更好把“原理”课的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更

好把深刻的道理和抽象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更好体现“原理”

课的整体性、层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也能更好化解“原理”课教学

中存在的现实难题,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生动性和实效性。在此

基础上探索围绕“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的课堂实践教

学，精心设计学生参与式的课堂实践教学内容。 



 

 

课题组成员正在致力于编撰总结基于原理专题教学的课堂实践指

南：每章按照教学目的与要求、理论基础包括（知识框架、概念精讲、

知识要点）、实践指南（包括实践目的、实践主题、实践形式、实践汇

报方式、实践收获讨论、教师实践评价、参考资料）。在“原理”课教

师专题教学过程中，采取教师点拨、学生参与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利

于增强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为他们以后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

践基础。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本研究和教学实践是在借鉴兄弟院校广大同仁已有研究和教学实践

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的诸多探讨和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1）实现了专题教学中的理论教学和学生对最新研究成果的理论

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有机结合。 

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将意识形态教育放在首位来系统构建“原理”

课教学设计，把实现“原理”课的教学目的作为教学设计研究的根本出

发点和落脚点，紧抓课程基础性和理论性强的特征、教育教学对象具有

主体意识强，自制能力弱的特征等，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

义。在教学重点和要点概括为“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的

基础上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推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深度转化；形

成了一整套教学要点、教学课件等；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的方

法。在注重教学实效的过程中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

果的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 

 

（2）确立了体现原理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教学专题。 

专题的设计是否合理决定专题式教学是否能达到教学要求和目标，

因此专题教学的首要任务要根据“原理”课的教学要求，认真研究论证

专题设计，全面体现“原理”课的内容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

史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有机统一 来，不能强调其中某一方

面，忽视或者弱化其他方面。 

 



 

 

 

（3）在原理专题教学中，注重“3+2”模式的实践应用。 

围绕增强原理课的教学的实效性，以探索实践教学长效机制为目

标，提出 “3+2”课堂实践教学模式（简称“3+2”模式）是指：将思

政课课堂授课学时的五分之三用于理论讲授、五分之二用于课堂实践环

节，并按照“教师在课堂上指定实践主题、实践时间、实践方式——学

生按照要求课下自主实践活动——学生代表在课堂上向教师汇报实践成

果——教师对学生实践成果进行课堂评价并针对学生的实践活动提出正

确的实践结论——教师对学生实践结果进行科学考核”顺序依次进行的

教学模式。 

在原理教学中把整个教学时数分为课堂理论教学“3”、围绕专题

的课堂实践 “2”，课堂实践探索坚持将原理中的“四观”——“十六

理”和“五十点”与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与山西实际相结合、与

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增强专题内容的吸引力。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山西农业大学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和应用，在山

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部分学院进行了教学实践，河南农业大学等省外高

校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和应用了该研究成果。 

从 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对原理课的期末考核方式进行了过程考核

探索，对探索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前期积累。 

在完善原有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对学生的课堂理论学习与实际

表现相统一，纳入考核的范围内。积极探索课堂考核、实践考核、考试

考核、论文考核和问卷考核等多种方式。考核形式多样，但重点是要考

核学生是否更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否更加坚

定共产主 义的理想信念，是否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和制度的自信，是否增强了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对自己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有所启发，是否更加理性、客观、辩证地 

认识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新问题。 

形成的“四观”——“十六理”和“五十点”逐步成为原理课教材

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关键一步。本课题研究成果提供了一套“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要点、教学课件等资料，丰富了我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品资源共享课的资料库，具有较大的实

用性和普遍的应用价值。 

从教学实践过程看，经过一个由点到面，有本校到外校的探索过

程。 

 

（1）2014年。我们于 2014年秋季学期“原理”课教学中，在我

校农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工学院等三个学院的全体本科二年级 “原

理”课教学中进行了应用。 

 

（2）2015年。我们于 2015年秋季学期“原理”课教学中，在我

校农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工学院、动物科技学院、公管学院等五个学

院的全体本科二年级 “原理”课教学中进行了应用。2015年在专题教

学中尝试“3+2”模式，开始探索围绕“四观”——“十六理”和“五

十点”的课堂实践教学方式。 

 

（3）2016年。在先前实验的基础上，扩大探索课堂“3+2”教学

模式中的“2”。在每一个原理的讲授中整合出适合这一原理的实践教

学主题、方式，使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以提高学生在原理学习中的参

与感和获得感。（附 2015年、2016年部分学生的 PPT作业） 

 

（4）2017年。2007年春季学期在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软件 1601、软件 1602、软件 1603、软件 1604、软件 1605、计科

1601、计科 1602、计科 1603、信管 1601等九个班级中进行进一步的探

索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和省内部分院校的同行，以及全国部分农林院校

的同行进行了交流，他们表示对我们的做法颇感兴趣，我们的做法对他

们的教学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附 2017年部分学生评教）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白亚锋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年 7月 最后学历 硕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原理教研室主任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教师，专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103 移动电话 17703547769 

电子信箱 baiyafengfeng@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09年度山西省本科院校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竞赛文科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作为主持人负责了整个方案的设计，组织了课题的研究过

程，在教学过程中，实践了该方案。在教学实践中组织探索和讨

论各个专题内容的科学性、逻辑性、层次性 。在实践的基础上，

进行了总结提炼和理论思考，形成和完善了“原理”课专题教学

模式，探索了“原理”的“3+2”课堂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   名 
田云刚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年  5月 最后学历 硕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副教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教师，专长：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343 移动电话 13934410286 

电子信箱 tyungang@163,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主 

 

要 

 

贡 

 

献 

 

 

 

 

参与了“原理”专题教学的讨论与评估，在教学实践中探索

基于“四观”——“十六理”——“五十点”的课堂实践教学方

案，并对实施该方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 2 )完成人 

姓   名 
武慧俊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年 8月 最后学历 硕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教师，专长：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343 移动电话 13934186899 

电子信箱 Whjzf2006@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主 

 

要 

 

贡 

 

献 

 

 

 

 

参与了“原理”专题教学的讨论与评估，在教学实践中探索

基于“四观”——“十六理”——“五十点”的课堂实践教学方

案，并对实施该方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 3 )完成人 

姓   名 
赵雁林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年 9月 最后学历 硕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教师，专长：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343 移动电话 15234407568 

电子信箱 sxauzyl@163.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主 

 

要 

 

贡 

 

献 

 

 

 

参与了“原理”专题教学的讨论与评估，在教学实践中探索

基于“四观”——“十六理”——“五十点”的课堂实践教学方

案，并对实施该方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第(4 )完成人 

姓   名 
袁伟业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年 7月 最后学历 博士 

专业技术 

职    称 
讲师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教师，专长：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联系电话 0354-6289343 移动电话 15813316412 

电子信箱 yuanweiye@126.com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主 

 

要 

 

贡 

 

献 

 

 

 

 

参与了“原理”专题教学的讨论与评估，在教学实践中探索

基于“四观”——“十六理”——“五十点”的课堂实践教学方

案，并对实施该方案的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    持 

单位名称 
山西农业大学 主管部门 山西省教育厅 

联 系 人 赵志红 联系电话 0354-6288254 

传    真  邮政编码 030811 

通讯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 

电子信箱 lizzyooy@126.com 

主 

 

 

 

要 

 

 

 

贡 

 

 

 

献 

 

 

 

 

山西农业大学教务处对研究经费给予了 1:1配套，在课程

安排方面根据专题教学的需要、结合“3+2”教学模式，应教师

要求，进行了适当调整。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学院在师资调配、图书资料查阅等方面满足了课题研究的需

要。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单位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栏由推荐单位填写，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

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归结为“四观”—

—“十六理”和“五十点”进行专题讲授，较为有效的解决了

教学课时有限与教学内容庞杂之间的矛盾；利用“3+2”教学

模式有效解决了专题教学与课堂实践之间的统一，从教师和学

生两个着力点出发，增强了《原理》讲授的实效性。 

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在山西农业大学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和应

用，在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部分学院进行了教学实践，河南

农业大学等省外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和应用了该研究成

果。 

经专家组评审，学校同意推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专题教学研究》参评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组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审 

委 

员 

会 

意 

见 山西省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评审委员会主任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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