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党史》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性质：公共基础课程

授课对象：全校本专科生

学分：1.0
学时：30
指定教材：《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年版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学生认识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

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认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旨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讲解，帮助学生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而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引导学生学习英雄、铭记英雄，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

虚无主义，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帮助学

生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励担当。

课程目标 1：
1.1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内涵、性质、教学内容、主要线索。
1.2掌握学习本课程的方法和意义。



课程目标 2：
2.1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指导的自觉性。

2.2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不移地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3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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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及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自觉地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课程目标 3：
3.1帮助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确个人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3.2帮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三、教学内容

导言

1.教学目标
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本课程的的性质、教学内容、方法以及意义，深刻认识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学习党的历史，让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增强拥护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

2.教学重难点学习本课程的意义、目的、方法。

3.教学内容
（1）本课程的内涵、特点、主要线索

（2）本课程学习的目的、方法
4.教学方法
（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掌握学习本课程的方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意义，认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

主义。

2.教学重难点伟大建党精神、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3.教学内容（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伟大建党精神（2）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3）国共合作的

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4.教学方法（1）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结合法。通过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通过运用、讲解历史案

例，达到以例激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的目的。（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品读法。学生诵读（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 师生点评，帮助学生体验历史，了解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

5.教学评价掌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1.教学目标
了解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领会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谋求解放和幸福的斗争的主心骨。

2.教学重难点

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局、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长征精神。

3.教学内容（1）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3）遵义会议和红军

长征的胜利



4.教学方法（1）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结合法。通过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通过运用、讲解历史案

例，达到以例激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的目的。（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品读法。学生诵读（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 师生点评，帮助学生体验历史，了解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

5.教学评价理解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

第三章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领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教学重难点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

柱作用。

3.教学内容（1）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的制定（3）敌后战场的

开辟（4）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5）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4.教学方法（1）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结合法。通过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通过运用、讲解历史案

例，达到以例激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的目的。（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品读法。学生诵读（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 师生点评，帮助学生体验历史，了解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

5.教学评价
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第四章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历程，认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树立“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

2.教学重难点



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3.教学内容（1）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2）从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到战略决战（3）创建人民民主专

政的新中国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讨论法。学生讨论与课堂交流相结合。先由学生在课后阅读教师规定的有关资料，

然后分组讨论，在此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推荐一位代表）进行课堂交流（发言），师生点评。这个方法同样旨

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正确认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第五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2.教学重难点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3.教学内容（1）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2）
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3）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1.教学目标
了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过程、主要成就、严重曲折及其经验教训，认清探索中成绩与失误的关系。



2.教学重难点

建设的成就和探索的成果、严重的曲折及深刻的教训。

3.教学内容（1）良好的开局（2）探索中的严重曲折（3）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提

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掌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就。

第七章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认识改革开放是决定

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2.教学重难点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3.教学内容（1）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2）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3）邓小平南方
谈话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提

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认识改革开放的起步。

第八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世纪

1.教学目标
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



2.教学重难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3.教学内容（1）党的十四大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党的十五大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3）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认识跨世纪发展战略。

第九章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教学目标
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

2.教学重难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展。

3.教学内容（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2）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3）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4.教学方法（1）讲授法。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案例分析帮助学生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同样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学评价
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进展。

第十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教学目标



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认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教学重难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3.教学内容（1）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2）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3）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4.教学方法（1）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结合法。通过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通过运用、讲解历史案

例，达到以例激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的目的。（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品读法。学生诵读（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 师生点评，帮助学生体验历史，了解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

5.教学评价
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四、学时分配表

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和学时

章节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导言 本课程的内涵、特点、主要线索，学习的意义、方法。 1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诞生、伟大建党精神。 4

第二章 毛泽东和革命新道路的开辟、长征精神。 2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2

第四章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2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2

第六章 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2



第七章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起步。 4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2

第九章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第十章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党和国家事业

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6

六、教材及参考书目

教材：《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
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邓小平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
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2021年。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
9.金冲及：《毛泽东传》上下（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11.迪克•威尔逊（英）：《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2.李新：《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7年。
1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



14.金一南、徐海鹰：《苦难辉煌》，海峡书局，2013年。

七、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结合法。通过理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通过运用、讲解历史案例，达到以例激

趣、以例说理、以例导行的目的。

2.提问法。教师提问与学生回答相结合。这个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品读法。学生诵读（红色书信、革命诗词等）+ 师生点评，帮助学生体验历史，了解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4.讨论法。学生讨论与课堂交流相结合。先由学生在课后阅读教师规定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组讨论，在此基础

上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推荐一位代表）进行课堂交流（发言），师生点评。这个方法旨在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八、考核方式及评定方法

本课程考核分两大部分：平时成绩、考试成绩。

一、 平时成绩占 50%，主要考查方式：

（一）学习时长 640分钟及以上 (10分)，每少 10分钟扣 1分，扣完为止。

（二）签到 15 次(5分)，每少 1 次扣 5分。
（三）教学评价 15 次(5分)，每少 1 次扣 1分，扣完为止。

（四）在线讨论 3 次(5分)，每少 1 次扣 3分，扣完为止。

（五）在线问卷 1 次(5分)
（六）作业 2 次(10分)，每缺 1 次扣 5分。
（七）撰写心得体会一篇(10分)
二、考试成绩占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