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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
教学理念、思路和方法 

 

孙代尧  李  健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从研究生特点出发，确立了通过学
术建构、理论比照、视野拓展、热情培育来强调政治的教学理念，及教师专题教学、学生阅读经

典、以学术竞争进行考核评价的教学思路，并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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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年中宣部、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

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调整的意见》发布后，北京大学作

为几所先行试点高校之一，从 2010年秋季起，由马克思
主义学院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组负责组织

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经过五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探索，逐渐形成了符合研究生思想实

际，具有北大特色的教学理念、思路和方法，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讲授过程中研究生的特点 

研究生在本科阶段都修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等思想政

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课程，在修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时，已具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特点。 
第一，理论评价能力初步具备。研究生抽象思维水平

较高，比较关注理论论证过程，并由此出发对政治课进行

学术评价。研究生虽然也喜欢活泼生动的内容，但他们更

注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注重材料与观点、论据与结论之

间的联系。我们在授课过程中观察学生的状态，会发现研

究生中思考教师讲授的论证过程的比例大大高于本科生。 
第二，理论比较和选择意识很强。由于网络等非传统

媒介的影响，研究生通常都接触了不止一种社会思潮。相

当比例的研究生会将这些思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

比较，并做出选择。这些思潮，如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批判对象。如果教师回避这些

问题，不能回应学生心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产生的疑问，就会出现自说自话、无的放矢的境况，授课

效果将打折扣。 
第三，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硕士生在经过本

科阶段思政课的学习后，已有了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

他们比较熟悉这门课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也有所掌握。这使得本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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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系的源流演进；“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衰败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讲授社会主义实践从苏联模式到中

国道路的发展。第二板块的四个专题分别讲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在这些专题中，要及时纳入中国道路的新拓展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的内容，例如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的理论和实践，要在相关专题讲授中充分阐释。

第三板块的两个专题分别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外

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可以看出，

第一板块着重从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阐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探索轨迹，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远流长

的理论和实践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