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方案

一、制定本方案的依据

实践教学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大学生政

治理论素养，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新时代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和《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

划》的要求，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特点，制定本方案。

二、制定本方案的指导思想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主旨是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阐释，

帮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探索国家出路，为完成两大历

史任务而进行的斗争，理解“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

通过教师主导的课堂讲授与同学们亲身参与的社会实践，帮助同学们正确认识近

现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切实增进《纲要》课

程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三、实践教学安排

（一）内容

实践教学主要围绕“主题征文”展开，任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根据主题开展

征文（见附件一）。学生可以就某一主题内容联系实际进行写作。

（二）时间与进度

主题征文贯穿整个学期。任课教师可结合理论教学安排指导学生开展有关主

题的讨论、调研、文献收集、框架设计等。课程结束前提交主题征文。

（三）组织与形式

1、教师在开学初对每一个教学班级进行分组（建议 10 人一组），每一组选

定一个主题，并撰写一篇实践论文，字数不少于 4000 字。严禁各种抄袭。

2、任课教师可以在教学班内开展主题讨论、交流活动。

（四）考核

教师负责对实践活动的开展及论文撰写给予必要的组织和指导，并对学生论

文进行认真评阅。根据学生完成的实践成果的过程和质量评定每个学生的成绩。

考核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



（五）课时分布

实践教学共计 18 课时，其中：分组、帮助学生选题、推荐资料，4 学时；

指导学生论文设计、撰写论文，10 学时；评阅论文，4学时。

四、实践论文要求

（一）论文质量要求

围绕主题, 选择一个有研究意义的近代中国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并以论文的

方式呈现，同时，鼓励各小组同学结合自身的专业特点来安排更具特色的论文设

计来表达主题内容。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论述要有理有据，语言通顺，格式规

范。

（二）论文格式要求

封面、内容均使用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的格式。论文结构为：题目（20 字

以内）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

五、期末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平时成绩（20%）+实践课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50%）。平时

成绩主要包括出勤和课堂表现。

附件一：主题征文范围

1.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

2.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3.“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4.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奋斗精神

5.“五四”运动与青年爱国思想

6.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7.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8.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

9.中华民族与抗日战争

10.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1.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12 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道路

13.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与青年思想成长

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理之火”



15.青年的历史担当与中国梦

16.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转化

17.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18.理解“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备注：

1.每个教学班按 10 人为一组，选出一名组长负责，由具有共同研究志趣的

同学组成小组，能够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2.各教学班将按 5%的比例评选优秀论文。

3.附件中所列主题提供学生选择范围，学生根据主题范围可自拟题目。

4.选题范围根据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决策部署，需不断补充。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课作业

（20 ——20 学年度第 学期）

课 序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 课 教 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题征文”小组成员名单及成绩

姓 名 学 号 成 绩 姓 名 学 号 成 绩

评

语

指导教师签名：



“主题征文”活动-实践论文内容

题 目

关 键 词

要求：小组成员可以就某一主题内容联系实际进行讨论、交流、写作，提交 1 篇实践论文。实践论

文观点要鲜明正确，论述要有理有据，语言通顺。字数不少于 4000 字。严禁各种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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