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相关培训课程清单

表 1 专业课表

114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
选读（丰子义）

1110
广告学概论（丁俊杰、金定海、
陈培爱、康瑾、王晓华、初广志、
杨海军）

713
西方经济学 1（文建东、王
志伟、吴汉洪）

710
世界经济概论（黄梅波、张兵、
张彬）

724
文学理论（童庆炳、钱翰、
姚爱斌、陈雪虎）

766
西方文学理论（曾繁仁、李鲁宁、
石天强、赵奎英、周计武）

771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周
启超、冯宪光、傅其林、马
海良、陈永国）

767
比较文学概论（曹顺庆、陈跃红、
谢天振、王宁、高旭东）

914
美学原理（尤西林、徐恒醇、
王旭晓、李西建、杜学敏）

717
新闻学概论（郑保卫、雷跃捷、
刘卫东、刘洁）

770
考古学概论（栾丰实、钱耀
鹏、方 辉、靳桂云、陈洪
海）

768
中国伦理思想史（张锡勤、关健
英、杨明、张怀承、肖群忠等）

769
中国美学史（张法、刘方喜、
刘成纪、余开亮、朱志荣）

979
世界古代史 1（杨共乐、晏绍祥、
刘健、刘城、王晋新）

915
外国文学史（聂珍钊、王立
新、刘建军、蒋承勇、苏晖）

913
西方美学史（朱立元、陆扬、苏
宏斌、王才勇、刘旭光）

918 中国古代文学史（傅刚、董
上德、陈文新、张文利、孙
之梅、袁世硕）

916
中国思想史（张茂泽、刘学智、
肖永明、周群）

917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黄霖、
周兴陆、罗书华、李建中、
李春青）

981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1
（王树荫、项久雨、邱圣宏、韩
振峰、李斌雄）

980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1（郑
永延、骆郁廷、沈壮海、万
美容、王雯姝）

982
中国革命史 1（王炳林、王顺生、
欧阳军喜、杨凤城、陈述）

712
宪法学（胡锦光、任进、郑
贤君、王磊）

983
经济法学 1（张守文、冯果、邱
本、徐孟洲）

984
国际公法学 1（李寿平、何
志鹏、江国青、杨泽伟、朱
文奇）

1001
国际经济法学 1（韩立余、左海
聪、余劲松、韩龙、廖益新）

100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1
（应松年、薛刚凌、姜明安、
胡建淼、马怀德）

1005
民事诉讼法学 1（宋朝武、谭秋
桂、汤维建、肖建国、李浩）

1007
刑事诉讼法学 1（顾永忠、
陈卫东、周长军、刘计划）

100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1（王全兴、
林嘉、刘俊、叶静漪、郑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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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中国法制史 1（朱勇、张生、
王立民、赵晓耕、张希坡）

1041
世界古代史 2（周巩固、徐家玲、
张乃和）

1042
经济法学 2（刘大洪、徐孟
洲、冯果）

1043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2（刘书林、
周琪、高国希）

1044
国际经济法学 2（左海聪、
韩龙、石静霞）

1047 中国近代史纲要（仝华、纪亚光）

104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田克勤、
张新）

1049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2
（王树荫、邱圣宏、韩振峰）

1050
国际公法学 2（李寿平、杨
泽伟、何志鹏）

1051
西方经济学 2（颜鹏飞、文建东、
王志伟）

105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2
（应松年、马怀德、姜明安）

1053 刑事诉讼法学 2（闵春雷、万毅）

1054
民事诉讼法学 2（汤维建、
刘敏、廖中洪）

105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刘俊、
王全兴、林嘉）

1056
中国法制史 2（王立民、李
启成、张生）

1057
中国革命史 2（丁俊萍、郭文亮、
宋进）

1081
中国戏曲史（郑传寅、俞为
民、朱恒夫、郭英德、刘祯）

1082
新闻编辑（许正林、王君超、甘
险峰、刘涛、彭兰）

1083
逻辑学（何向东、王克喜、
张建军、马明辉、李娜、任
晓明、杜国平）

1084
国际组织（郑启荣、张贵洪、严
双伍、蒲俜、薄燕）

1085
地方政府与政治（徐勇、沈
荣华、邓大才、徐增阳、陈
国申）

1109
区域经济学（安虎森、孙久文、
吴殿廷、高新才、薄文广）

1157
中国史学史（瞿林东、向燕
南、张越、汪受宽、李勇）

1158
博物馆学概论（史吉祥、陈红京、
陈刚、陆建松）

1159
民法学（王卫国、周友军、
王利明、姚辉、房绍坤）

1160
中国经济史 1（王玉茹、萧国亮、
宁欣、武力、 燕红忠）

1161
国际政治学（陈岳、刘清才、
刘雪莲、方长平、田野 ）

1162

科学技术哲学（刘大椿、刘劲杨、
李建会、刘永谋、段伟文、曾华
锋、王伯鲁、刘孝廷、肖显静、
万小龙、古荒）

1163
农村社会学（钟涨宝、万江
红、陆益龙、林聚任、罗峰、
狄金华、田北海、董磊明）

1164
管理学（陈传明、赵丽芬、张玉
利、徐向艺）

1165
新闻采访与写作 1（罗以澄、
张征、辜晓进、丁柏铨、张
志安）

1166 中国舞蹈史 1（袁禾、郑慧慧）

1167
外国史学史（陈恒、彭刚、
陈新、李隆国、梁民愫）

1168
商法学 1（范健、叶林、赵旭东、
石少侠、顾功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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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
世界经济史（高德步、王珏、
巫云仙、徐铁、杨乙丹）

117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刘学
敏、何爱平、吴健、马中、徐波、
吕昭河）

1171
当代中国外交（门洪华、李
宝俊、金灿荣、宫力、张清
敏）

1172
教育学原理（项贤明、柳海民、
冯建军、周兴国、李雁冰）

1173
教育哲学 1（石中英、王坤
庆、郝文武、迟艳杰、朱晓
宏）

1174
人类学概论（周大鸣、马翀炜、
刘夏蓓、程瑜、何明）

1175
社会保障概论 1（邓大松、
薛惠元、杨燕绥、杨翠迎、
仇雨临、林毓铭）

1176
艺术学概论 1（王一川、彭吉象、
陈旭光、雍文昴、田川流）

1231
刑法学 1（贾宇、刘宪权、
齐文远、黄京平、阮齐林）

1232
西方伦理思想史（陈真、戴茂堂、
龚群、任丑、张传有）

1233
中国美术史 1（郑岩、贺西
林、邵彦、黄小峰）

1236
组织行为学 1（张德、李永瑞、
魏钧、孙健敏、张勉）

1237
文物学概论（贾洪波、袁胜
文、刘尊志）

1238
发展经济学 1（郭熙保、宋利芳、
高波、叶初升、张建华）

1239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王志
伟、沈越、方福前、贾根良、
薛宇峰）

1266
社会保障概论 2（杨燕绥、刘昌
平、仇雨临）

1267
教育哲学 2（石中英、余清
臣、朱晓宏）

1268
商法学 2（王建文、冯果、韩长
印）

1269
组织行为学 2（李永瑞、孙
健敏、周文霞）

1270
中国经济史 2（李晓、兰日旭、
隋福民）

1271
中国舞蹈史 2（袁禾、郑慧
慧）

1272
发展经济学 2（马春文、彭刚、
张建华）

1273
中国美术史 2（邵彦、吴雪
杉、黄小峰）

1274
公共财政概论（樊丽明、姜爱华、
杨志勇）

1275
新闻采访与写作 2（翁昌寿、
林晖、周海燕）

1276
知识产权法学（李琛、李雨峰、
郭禾）

1277
艺术学概论 2（彭吉象、王
一川、黄宗贤）

1278
刑法学 2（贾宇、阮齐林、舒洪
水）

1332
社会政策概论（关信平、徐
月宾、林闽钢、丁建定）

1333
中国社会思想史（王处辉、桂胜、
宣朝庆、田毅鹏）

1335
中国社会学史（杨敏、江立
华、陆远、黄家亮）

1336
西方教育思想史（张斌贤、王晨、
王保星、陈露茜）

1337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戴元
光、胡翼青、支庭荣）

1338
中国新闻传播史（吴廷俊、徐新
平、陈建云、王润泽、艾红红、
蒋含平）

1339
国际政治经济学（王正毅、
田野、张建新、曲博）

1340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丁立
群、欧阳谦、朱志方、罗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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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社会心理学概论（周晓虹、
翟学伟、管健、汪新建）

1341
当代教育思潮评析（刘宝存、易
红郡、谷贤林、施晓光）

1367
法理学（第二版）（张文显、
黄文艺）

1350
宪法学（第二版）（胡锦光、王
磊）

1343
伦理学（第二版）（王淑芹、
王泽应）

1352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第二版）（方
立、蒲国良）

1345
《资本论》导读（第二版）
（李琼、徐洋）

1346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孙
晓春、颜德如）

1347
史学概论（第二版）（李捷、
于沛）

1348
西方哲学史（第二版）（张伟、
韩东晖）

1353
中国近代史（第二版）（张
海鹏、刘国新）

1354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孙熙国、
刘成有、苗润田、陈卫平）

1355
世界经济概论（第二版）（关
雪凌、张兵）

1356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吴汉洪、
李俊青）

1357
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
（佟德志、庞金友）

1358
世界现代史（第二版）（于沛、
黄民兴）

135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
经典著作导读（第二版）（田
心铭）

1360
新闻学概论（第二版）（张垒、
丁丁）

1363
政治学概论（第二版）（王
浦劬、周光辉）

1364
社会学概论（第二版）（冯仕政、
关信平）

1365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二
版）（吴恩远、林建华）

1366
文学理论（第二版）（王一川、
孙士聪）

表 2 公共课程

111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仝华、
王顺生）

112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秦宣、刘先春、
孙蚌珠、韩喜平）

112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刘建军、郝立新、熊晓琳）

112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沈壮
海、王易、冯秀军、陈大文）

1143 自然辩证法概论（张明国） 114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陈曙光）

11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颜晓峰，顾海良）

1146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孙代
尧，彭庆红，郝清杰）

134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
著作导读（第二版）（金民
卿、周丹）

1342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吴
向东、丰子义）

135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版）
（梅荣政、张新）

134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
二版）（胡家勇、黄瑾）

136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版）
（聂锦芳、梁树发）

136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第二
版）（顾海良、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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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选修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系列课程

11589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深入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杨晓
慧）

1159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使用培训：关于坚持党对
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
（秦宣）

1159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论述
（石中英）

1159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使用培训：关于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和扎根中国大地办教
育的重要论述（王炳林）

1159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和深化
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论述
（杨银付）

1159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
讲义》使用培训：关于优先发展
教育和教育使命的重要论述（庞
立生）

11595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
述讲义》使用培训：关于教
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艾
四林）

1203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孟鑫）

1197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一讲 新时代
新思想 新飞跃（秦宣）

1197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二讲 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王炳林）

1197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三讲 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宋友文）

1197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四讲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陈培永）

1198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五讲 全面深
化改革（韩喜平）

1198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六讲 习近平经济思
想（王生升）

1198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七讲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
（蔡文成）

1198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八讲 习近平法治思
想（张会峰）

1198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九讲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孙熙国）

1198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十讲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孟宪
生）

1198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十一讲 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贺大兴）

1198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十二讲 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保障（颜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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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十三讲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孙来
斌）

1198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第十四讲 全面从严治
党（张士海）

119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第十五讲 做担
当时代大任的青年（佘双好）

1199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附录 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肖
贵清）

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10542
信息技术促进教学方式变革
实例分享——实境编程教学
（刘经纬）

1265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立项与
实践应用（李凤霞、文福安、郭
鑫、王辉）

10852
#基于微软 PowerPoint 规范
高效编制多媒体课件（一）
（裴纯礼）

10754
#基于微软 PowerPoint 规范高
效编制多媒体课件（二）（裴纯
礼）

10858
#面向未来的高校智慧课堂
建设——兼谈高校教师智慧
教育能力培养（周华丽）

10866
#慕课建设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俎云霄）

10867
#基于雨课堂和 BOPPPS 模
型的混合式金课设计（鄂明
成）

10880
#线上一流课程的建设、应用与
服务（居烽）

1088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以《红楼梦经典章回评讲》
为例（曹立波）

10918
#规范建设慕课，推动课堂革命
（战德臣）

10919
#慕课的建设与应用（王震
亚）

10903
#用现代信息技术点燃高校课堂
（潘月明）

11852
人工智能的启示与智慧教育
的愿景(周傲英)

11853
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与思考(唐锦兰)

11854
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视角下
教育智能研究、应用与发展
(黄昌勤)

11855
新一代人工智能支持下在线教
育实践创新(黄昌勤)

11759
#新时代教育信息化人文价
值的困境与实现路径（陈雄
辉）

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提升

10692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与
提升（俎云霄）

10861
BOPPPS 有效教学结构的研究与
实践（岳瑞锋）

10681
教学名师谈教学——课堂教
学的方法与技巧（熊庆旭）

10678
基于 BOPPPS 和“对分”的混合
式课堂教学模式（冯瑞玲）

10868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策略及逆向教学设计（庞海
芍、王青）

10870
高校教师教学基本功——教学
理念与教学设计（王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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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
一流课程建设下高校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策略（姚利民）

10873
课程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设计、
数据获取和应用（于歆杰）

10706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的
内涵与提升（骆有庆）

10877
人本主义视角下的“师生共同
体”教学模式探索（任璐颖）

10687
教学语言与教学艺术（姚小
玲）

10680
认知科学与职业教育的四元教
学设计模型（刘庆华）

11926
#读、研、写、讲、评——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
力（赵开华）

12016
#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及其提升
策略（王本陆）

12017
#直播授课的互动技巧（陈
江）

12018
#以成果为导向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赵宏）

12019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的一些思考（杜凤沛）

12008
#课堂创新的方法与策略（张海
霞）

高校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1244

回归课堂，以研促教——高
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提升
（张树永、田凌晖、高琪、
李兴洲）

10839
教学学术发展之道法术（桑新
民、谢阳斌）

10857
社会科学类实证研究——问
卷设计与抽样（宋毅）

10869
基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本科
生毕业论文训练体系（马忠）

10874
#跨界课例研究中的教师学
习（陈向明）

10878
确定有意义的教学研究问题及
从教改研究到教与学学术（丁
妍、高琪）

10907
如何发表高水平 SSCI、
A&HCI 论文（社科）（万跃
华）

10915 科研能力与定力培养（王金发）

10916
学术论文的撰写与修改——
以审稿和编辑的视角（张伟
刚）

10917
如何发表高水平 SCI、SSCI 论文
（理工）（万跃华）

1074
教学成果奖申报与科研能力
提升（傅钢善、潘迎春、张
伟良）

10430
教学成果奖的实践、凝练与申报
（傅钢善）

11927
#研究型课程与研究型教学
（薛庆）

12145
#学深悟透 用功磨厘 写好《国
家自然基金申请书》（王毅力）

12146
#高影响力论文写作与投稿
（自然科学类）（万跃华）

12147
#基金项目申请与学术论文写作
（樊尚春）

12148
#浅谈高校青年教师提升科
研能力的方法和路径（谯仕
彦）

12149
#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基本功夯实
与研究技能提升（张伟刚）

高校教师综合素养提升

10479
若为人师，享受教学（施大
宁）

10485 读书与生命的成长（甘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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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8
教学名师谈教学——高校教
师的职业与事业追求（张静）

10468
教师角色认知与学生学习理解
（李赛强）

10746
基于 3C 的教育模式与教师
职业发展（于海波）

10693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识别及应对
机制（赵丽琴）

10700
高校教师校园人际沟通：合
作学习（宋毅）

10705
高校教师职业的法律风险及防
范（高晓莹）

10851
#大学教师形象塑造与沟通
礼仪（庞海芍）

10853
#顶天立地与知行合一：青年教
师成长时间表与路线图（甘德
安）

10856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
进阶（刘平青）

10901 #科学思想与人文精神（董川）

11925
#教学-科研-实践-信念四位
一体，实现教师职业理想（王
云琦）

10853
顶天立地与知行合一：青年教师
成长时间表与路线图（甘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