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说明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1）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包括重点选题和一般选题，研究年

限为 3 年。“重点选题”主要是开展思政课建设研究和实践探索，资助经费 40

万元左右，支持建设一批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

“一般选题”主要是开展对教学内容中的理论问题研究，资助经费 10 万元，支

持建设一批优秀科研团队。（2）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每项资

助经费为 5万元，研究年限为 1-2年，支持一批优秀教学改革团队。 

  “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应根据课题指南所列题目

进行申报。“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一般选题)”可以根据课题指南所

列题目进行申报，也可在符合课题立项范围前提下，结合实际自拟题目。 

    二、课题指南 

重点选题 

1．社会热点问题月度解析 

2．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教学建议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研究 

4．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国内高级访学工作研究 

5.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模式研究 

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效果跟踪研究 

7．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8．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制度建设研究 

9．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10．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11．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12．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教案、精彩课件建设 

1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研究 



1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其他课程教学方法研究 

15．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研究 

16．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家教学指导研究 

17．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18．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状况研究 

19.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20.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21．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成果总结与交流研究 

22．本硕博相衔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2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评价标准建设研究 

24．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研究 

25．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建设研究 

26．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口支援机制研究 

27．高校党委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责任制研究 

28．民办高校、独立学院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29．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30. 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评估及完善研究 

 

一般选题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学体系研究 

2．“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学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教学研究 

4．五大发展理念教学研究 

5．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研究 

6．如何看待当代社会中的剥削问题 

7．如何结合时代变化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8．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9．“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10．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 

11．如何正确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2．如何理解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 

13．实现中国梦与成就世界梦的关系研究 

14．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15．如何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16．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17．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辨析 

19．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今中国的宗教政策 

20．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21．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要始终坚持集体主义 

22．如何正确理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23．如何理解依宪执政与西方宪政民主的区别 

24．如何理解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关系 

25．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辨析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三、有关要求 

1.申报“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还应需符合以下

条件： 

  （1）申报团队必须是独立设置直属学校领导的、与学校其他二级院（系）

行政同级的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承担全校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思政

课教学任务，统一管理思政课教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机构同时应作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依托单位。申报者应为思政课建设有关负责人。 

  （2）所在学校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把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作为

重点二级机构建设，把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重

点学科建设。在发展规划、经费投入、公共资源使用等方面能够给予充分的政策



条件保障。 

  （3）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应认真贯彻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标准》，规范使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的思政课教

材和教学大纲。严格落实课程、学分及对应的教学学时。工作基础良好、工作业

绩突出，能积极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其经验在全国或本地得到

一定推广。团队组成人员开放，既包括思政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机构的教师，也

包括校内外其他学科专家和其他工作部门的人员；团队成员思想理论水平、学术

水平、教学水平较高，综合素质较强。 

2.申报“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创新性。能结合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等发生的变化，围绕教学理念、

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大力探索，能够体现思政课教学方法的发展方向和趋

势，在全国具有开创性。 

  （2）应用性。已在学校层面普遍实施，并围绕该项目开展了相关研究和教

学资源开发，初步建立了保障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总结形成了较成熟的、可供

学习推广的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 

  （3）理论性。对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概括，初步形成

思政课特定教学方法的理论成果。 

  （4）影响力。已在本省(区、市)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

经验交流和宣传，凝聚了一批致力于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深入研究教学规

律的骨干队伍，发挥了在推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3.申报限额 

“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我校限报 1项； “示范优

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一般选题)”不实行限额申报；“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我校限报 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