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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广泛开展，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专题教学
的内涵、“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必要性、“概论”课教学专题的设计、“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方法、“概论”课专题教学的课程

考核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为各高校开展和完善“概论”课专题教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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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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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

心课程。为了提高“概论”课教学成效，国内许多高校陆续实施了专题教学。尤其自教育部“０５方案”
出台以来，“概论”课专题教学改革逐渐掀起高潮。与此同时，学术界有关“概论”课专题教学的研究也

不断展开。几年前，有些学者曾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阶段性归纳和整理。近年来，随着“概论”课专

题教学的进一步开展，学术界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时对这些新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有

助于把握国内有关“概论”课专题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新动态，也期许能为我校正在实施的“概论”课专题

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１　专题教学的内涵
实施“概论”课专题教学，首先要明确其内涵。“概论”课专题教学实质上是专题教学模式在“概

论”课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因此，要了解什么是“概论”课专题教学，关键在于弄清楚专题教学的概念。

学术界对专题教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就连称法上也不尽相同。除了“专题教学”外，还有诸如“专题

式教学”［１］、“问题导向式教学”［１］、“专题化教学”［２］、“专题组式教学”［３］、“专题参与式教学”［４］、“板块

式教学”［５］等名称。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专题教学有着更多的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专题教学是相对

于以往按教材章节顺序进行讲述的一种新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通常结合社会热点与学生

实际等情况，将教材内容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若干专题，进而围绕这些专题确定教学方案和开展教学活

动［６－７］。学术界基本上一致强调，“概论”课专题教学不是仅指课堂理论讲授环节，而是包括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两个组成部分。此外，大部分学者认为“概论”课专题教学应当由不同教师共同参与完成，

每位教师负责自己相对擅长或熟悉专题的教学任务。不过也有少数学者指出，“概论”课的教学专题既

可以由多位教师也可以由一位教师讲授完毕［８］。

２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必要性
“概论”课专题教学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重视和青睐，体现了这种教学模式的优越性所在。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解决内容多而学时少的问题。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概论”课的内容最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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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最庞大，因而其学分比重也最高。而本门课程的理论讲授学时有限，如果按照章节顺序讲解，看似讲

得系统和全面，但实际上不能突出重点和难点［５］，也难以讲得透彻而生动。而实施专题教学相对能较

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专题教学不必对教材内容面面俱到，只需讲解若干重要专题。在总学时不变的情

况下，每个专题的学时相对比较充裕，从而使教师能够运用更加丰富的材料、更加多样的方法，比较深入

而透彻地讲解相关内容。

第二，有助于解决单个教师知识局限性的问题。“概论”课不仅内容多，而且涉及面广，涵盖哲学、

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同一教师难以精通如此多学科知识，容易导致教学过

程中对自己熟悉擅长的内容讲得偏多，对其他内容则讲得偏少［９］。如此不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均

衡把握。而在专题教学中，每位教师通常只承担其中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相对熟悉的专题设计与教学任

务，从而使每位教师都能发挥其专长，使每个专题都得到精彩讲解。

第三，有助于解决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问题。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兴趣不佳是一种较

为普遍的现象。诚然这与多种因素有关，而授课内容与授课方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以往的“概

论”课教学中，由于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加上单纯的理论灌输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

实行专题教学模式，在专题设计阶段往往就尽量考虑了学生的兴趣与关注所在，再加上专题教学一般能

更适宜地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较好“实现教学的生动性与理论的深刻性的和谐统一”［１０］，从而提升学生

的学习热情。

第四，有助于解决教学内容重复的问题。现行“概论”课教材的内容既与中学政治、历史课程教材

部分内容重复，也与其他几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的一些内容重复。在“概论”课教学中讲授这

部分重复性内容时，就会容易使学生产生“再学一遍的厌烦感”［１１］。而若采取专题教学模式，在专题设

计时可以有效避开这些重复性内容，尽量让学生学习新鲜的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第五，有助于解决教材内容滞后的问题。“概论”课的课程内容决定其是一门时代感非常强的课

程。为此，“概论”课教材自出版以来历经了多次修订，以力求反映中央的最新精神。尽管如此，教材内

容仍然难以跟上形势的变化，因为教材的编写需要一定时间，教材更新频率落后于形势变化的节奏。而

专题教学模式相对能较好缓解这个问题，因为教师能够在相关专题设计中及时地融入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与国家的大政方针［１２］，做到教学内容上的与时俱进。

３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专题设计
设计教学专题是实施“概论”课专题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学术界关于“概论”课专题研究的热门话

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就如何设计好教学专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学者们谈论得较多的是专题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源于教材而又高于教

材［１３］。即专题的设计不能完全脱离教材，要以教材为依据，同时又不能拘泥于教材的框架结构，要适当

拓展和提升。二是要具有问题意识。认为“问题导向”是专题教学的发端［１４］，如果缺乏“问题导向”，思

想政治理论课就缺乏主题与灵魂。要做到以“问题导向”引领专题教学设计，学者们认为应当结合当下

社会热点，结合学生们思想上的关注点，结合教师们的教学难点，结合各类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１４］。三

是注意专题之间的逻辑联系。前后专题之间要相互衔接，以体现“概论”课程的学科性和系统性［１３］。

四是要充分联系实际。在专题设计前要充分了解所在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需求［７］。

除了上述这些一般性要求与原则，也有少数学者探讨了“概论”课教学专题的具体设计方案。陈占

安、秦宣、韩喜平在编写的高校“概论”课教材配套用书中将教材划分为２６个专题，对每个专题都进行
了详细的教学设计。王英从反腐成果、反腐特点、反腐展望等方面阐述了“十八大后反腐败”专题的教

学设计［１５］。柳礼泉、吴艳娇、李菊英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专题的

教学设计过程，包括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教学内容与逻辑结构、讲授导入与切入方式、深入阐述与难点

释疑、师生互动与交流空间、资料插入与课外阅读、案例选择与讨论内容、内容归纳与专题小结等环

节［１６］。陈媛、黄振宣从“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学情分析与内容逻辑”“教学方法与互动环节”“课堂案

例与课外活动”等方面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这一专题的详细设计［１７］。李茜、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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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琼采用“中班上课、小班讨论”思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这一专题进行了详细设计［１８］。

关于专题的设计数量。由于学者们所在学校的情况存在差异，所采用的教材版本不尽一致，所面对

学生的类型与层次也不尽相同，因而在专题的设计数量方面并没有统一看法。仅就理论性专题而言，有

设计为１５个专题的，有设计为１４个专题的，有设计为１２个专题的，有设计为１０个专题的，有设计为８
个专题的，甚至还有设计为３个专题的。例如范大明以“中国梦”为主线，将“概论”课设计成三大理论
专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实现中国梦新道路的探索”“复兴中国梦视角下的中国力量”“实现

中国梦圆梦的光荣与梦想”［１９］。

４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方法
要提升“概论”课专题教学成效，不仅要设计好教学专题，还应当在教学方法上进行相应改革。如

果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专题教学改革将会成效甚微。

学者们根据自身实践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专题教学方法。就课堂教学而言，可运用的方法主要包括

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视频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辩论法、演讲法等［２０－２１］。有的学者专门就某种

方法在“概论”课专题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例如：李敏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专题案例解析》一书中结合具体典型的案例阐述了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姚洪越在《论高校

“概论”课专题教学与案例教学的结合》一文中阐述了“概论”课专题教学与案例教学结合的必要性、原

则及机制［２２］。学者们还指出，“概论”课专题教学中具体运用什么方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教学方法要

为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服务。此外，有的学者还就专题教学的课外实践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如戴

剑飞认为课外实践可以采用课外研究、课外体验考察的形式。其中课外研究既包括在社会调查的基础

上撰写调查报告，也包括通过阅读经典文献撰写小论文，而课外体验考察则是通过组织学生进行乡村田

野考察、红色文化考察、企业考察、街道社区考察等，让他们在体验中受教育、长见识［２３］。

５　“概论”课专题教学的课程考核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实施专题教学模式后，“概论”课应当对以往的课程考核形式进行改革。有的

学者提出可采用“开卷与闭卷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读书笔记与课程论文相结合的

考核方式”［２１］。关于平时考核，许多学者认为其分值比重应当增加，达到５０％左右。有的学者指出：平
时考核的内容应更加丰富，可以包括“平时作业、课前发言、课堂讨论、课堂表现等”［５］，而对于期末考试

则应当减少客观题，增加主观题，着重考查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关于实践环节的考核，学

者们认为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后撰写调查报告［５］，也可以采用辩论赛、读书报告会、读经典文章

写体会等方式进行考核［２４］。还有的学者探讨了专题教学中平时成绩考核面临的挑战。在传统的教学

模式中，一个班级的任课教师是固定的，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掌握比较充分，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评定

相对容易。而在专题教学模式下，采取教师轮流上课的方式，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短，难以把握学生

的基本情况，从而不能对学生的平时成绩作出客观评价。即使作出了评价，也由于存在多位任课教师，

“难以形成统一的量化评价标准”［２５］。

６　结语
综观近年来“概论”课专题教学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反映了国内各高校近几年“概论”课专题教学的

实践进展，为各高校实施和完善“概论”专题教学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此同时，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一方面，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不仅研究专著很少，高水平的论文也很有限，大部分论文发

表在非核心刊物上，部分论文篇幅短，仅占刊物的１～２个版面，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高水
平本科院校在“概论”课专题教学方面的研究积极性有待提高。从现有研究成果的作者来看，绝大部分

属于高职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的作者占了相当部分比例，而鲜有来自“９８５工程”“２１１
工程”系列高校的作者。由此可见，高水平本科院校在“概论”课专题教学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不

４５



第１０期 雷石山：近年来“概论”课专题教学研究综述

断推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进而推动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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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李辉山．移动互联新常态下思政课专题教学的必要性———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为例［Ｊ］．兰州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５）：１４０－１４４．
［１１］史艳芳．关于“概论”课专题教学改革的思考［Ｊ］．学理论，２０１４（５）：２０８－２０９．
［１２］何书彩．论专题式教学与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Ｊ］．

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１４（２）：１４７－１４８．
［１３］张梅花．论高职“概论”课专题教学［Ｊ］．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５０－５４．
［１４］杨志刚，刘铎．“问题导向”与“专题教学”设计———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两分两专”改革思路在“概论”课专题

教学中的实践［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５（９）：１０４－１０６．
［１５］王英．十八大后“概论”课反腐败专题的教学内容设计［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５（２）：２７５－２７６．
［１６］柳礼泉，吴艳娇，李菊英．“概论”课专题讲授教学环节设计的思考与建议［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２（１２）：

７６－８０．
［１７］陈媛，黄振宣．“概论”课专题教学的教学设计与思考———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专题为例［Ｊ］．广

西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０．
［１８］李茜，陈东琼．“中班上课、小班讨论”在“概论”课教学中的运用探析———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专题

为例［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２０１７（１）：９７－９９．
［１９］范大明．浅析“中国梦”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理论教学专题模式设计［Ｊ］．高教学刊，

２０１５（１８）：１－２．
［２０］李菲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方法改革［Ｊ］．高教学刊，

２０１５（１７）：１３１－１３３．
［２１］周争艳，黄香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最新修订下专题教学模式的选择［Ｊ］．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６）：１６７－１７４．
［２２］姚洪越．论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与案例教学的结合［Ｊ］．学理论，２０１２（２２）：１５７－１５９．
［２３］戴剑飞．论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三个创新［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４（３）：１２０－１２１．
［２４］张威．医学院校“概论”课专题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Ｊ］．中国校外教育，２０１４（３）：９１－９２．
［２５］熊亮，韩冰，邵艳．“概论”课专题教学的ＳＷＯＴ分析［Ｊ］．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１２）：６９－７１．

（责任校对　刘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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