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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体现。
　　长期以来，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高校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和教育部要求，不断加强
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政策制定、教学改革、师资培养、合力营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2009年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委宣传部、市教卫党委和市教委共同制定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于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
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市教卫党委、市教委拨出专项经费从课堂教学方式改革、考试方法改革、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师参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组织机构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试点，形成了很多新的思路、做法和
经验，对全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产生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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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初探》对上海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发展得失做了较有
针对性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要管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既要遵守理论规定，主动把握教学
话语，层层培训专任教师队伍，紧紧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又要结合现代化建设实际、大学生心
理实际，在教学观念上做到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教学方法上要突破纯理论逻辑推理方式，
在教学技术手段上做到创新与传承相结合。
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才能显出吸引力与感染力，才能提高针对性与有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初探》作者长期从事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管理工作，
对管理工作的基础与重点，目标与举措、创新与标准、传承与进步等做了比较细致的思考并提出了决
策建议。
书后的附录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初探》的主体相辅相成，可以窥见成书的思考轨迹与对
大学生接受意趣的关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初探》可供从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管理者与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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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天放，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中学与大学里做过班主任、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在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做过有关报纸杂志的编辑
工作、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大学生思想心理发展研究工作等。
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工作期间，主要从事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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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教学管理工作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第一章 教学管理工作与理论话语权  第一节 三个
原则、三个引导、三个着眼  第二节 课程结构与“人、识、学”的教育功能  第三节 教学管理工作要从
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建设第二章 教学管理工作与教学话语权  第一节 理论话语权与国家“马工程  第二
节 改进教学方法，把握教学话语权  第三节 研究型讲座的保护与支撑第三章 当前要大力推进的若干工
作  第一节 学校层面的教学管理工作是关键环节  第二节 科学地开展教学质量评估  第三节 改进教学方
法的试点工作应该推行标准  第四节 依托教学协作组来提高教学质量  第五节 努力建设好“思政课”专
题网站  第六节 防止误用教学手段与教学技术第四章 队伍建设是教学管理工作的永恒主题  第一节 从
几个典型案例评述队伍现状  第二节 队伍建设要抓住“忠诚”、“实践”、“能力”  第三节 建立“思
政课”专任教师的进入和淘汰制度  第四节 继续做好“上海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年度发展报告为队
伍建设提供决策咨询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管理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必要性
和重要性的相关资料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具体要求的相关资料  第三节 上海高校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  第四节 上海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管理第六章 大力提高学生
对理论的接受程度_  第一节 网络影响下大学生的新变化、新需求  第二节 完善管理举措，推广“人气
教师  第三节 大学生所喜爱的若干教学手段  第四节 改革一次性的、闭卷式的、知识型的考试方式第七
章 对教学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考附录  附录一 学习邓小平对教育问题若干论述的笔记  附录二
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三年发展规划(2005-2007)  附录三 学生访谈实录  附录四 近年来网络对
大学生若干影响的研究资料综述  附录五 若干教案与案例点评  附录六 对上海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思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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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程设置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与基本原理专题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与方法，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政治观教育研究，人生观教育研究，思想道德与法制
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当代西方思潮及其影响研究，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研究，心理健康教
育研究。
　　相关的链接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学
，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
　　六、对所属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要求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中国
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要将理论研究同解析历史进程、
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
　　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在全方位的
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
验研究，深入开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研究，深刻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学科研究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
，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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