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形势与政策

1、课程介绍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政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帮助大

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把握时代脉搏，具备世界眼光，

在当代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正确理解和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

挑战及其对策的核心课程。

我校“形势与政策”课为 2 学分，32 学时，其中在线学

时 16 学时，适用于所有本科专业，覆盖大一到大四的四个

年级，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坚持

做到了三个“紧密结合”：即紧密结合内外形势，紧密结合

地情校情，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可以帮助学生：把握内外形

势政策，熟知党的创新理论；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坚定“四

个自信”；把握成长成才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是一门集理

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于一体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

2、课程亮点、特色、创新

南华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建

设单位，课程结合学校“核特色”“医品牌”“环保优势”

的办学定位与特色，基于“三位一体”课程育人模式，开展



了“形势与政策”课混合式教学探索和实践。

1.师资队伍多元化。配备专职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

教育教学高素质专职教师的同时，从辅导员、职能部门党政

领导和专业教师中遴选部分优秀兼课教师，政府部门党政领

导、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和其他校领导也坚持每学期讲授本

课程，提升了课程“全员育人”能力。

2.教学模式立体化。构建了以“课堂教学”为基础、以

“网络教学”为辅助、以“实践教学”为手段的“三位一体”

教学模式，推进师生、师师、生生、学习主体与教学中介的

多维互动，通过教学模式的立体化，创新课程开放性教学和

数字化互动的模式，切实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意识，增强教育教学

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3.育人方式协同化。充分发挥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协

同育人功能，推进核医精神与地域文化和军工文化的协同，

培养大学生艰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在校党委的统一领

导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宣传、学工和团委等各部门的

协同，开展“疫情下南华人的责任与担当”网络直播、“疫

情下的中国和世界——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改革创新”

专题研讨会、“坚守初心 勇挑重担”开学第一课、“三下

乡”实践教学等，推进育人方式的协同化，不断提高育人的

实效性。



3、课程教学团队

本课程核心教学团队成员由高山教授、黄秋生教授、何

小英教授、张峰林教授四位老师组成。课程负责人高山教授

为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专家、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和‘当代世界

经济与政治’”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教育部首批

“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受邀先后担任

教育部、人社部、政法委系统等专题培训授课专家，主讲思

想政治教育专题课程。先后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

奖、湖南省首届教育信息化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经过多年的课程建设，课程产生了一支教学水平高、研

究方向稳定的形势与政策课师资队伍，打造了一个创新进取、

团结协作的教学科研团队。作为湖南省“形势与政策”课会



长单位，拥有“全国高校思相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课’

网络建设团队”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形势与政策

课’规范化建设教学科研团队”，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

化教学建设方面有较深研究。

课程教学团队出版了著作 5 部，主编了教材 5 部，发表

了省级及以上期刊论文 30余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 7篇、

中文核心论文 8 篇，参与或主持省级以上项目 10 余项。完

善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理论，掌握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

建设现状，构建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

课程负责人出版作品



成员主编作品

负责人在光明日报上表发重要文章

4、课程建设情况



南华大学“形势与政策”课 2000 年列为学校重点课程，

2006 年评为学校优秀课程；2007 年建设了可视化精品课程

网站；2008 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2012 年通过复

核；2016 年建设了“超星泛雅平台”课程网站；2019 年学

银在线课程上线；2020 年获省混合式一流课程；2022 年获

国家级混合式一流课程。

课程通过“学银在线”、“超星学习通”、南华大学智

慧思政平台和全国以及湖南省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等教学平

台和教学工具的运用，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

融合。课程每学期开设党的建设专题、经济专题、社会热点

专题、港澳台工作专题和国际形势 5 个教学专题，所有教学

资料全部上网。课程主要采取线下理论讲授与线上网络教学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立足教学网络平台，设计了“网络自主

学习”“课堂专题讲授”“平台拓展练习”“主题实践活动”

4 大环节，保障线上线下一体化有机融合，线上基础，线下

延伸、深化。通过 BOPPPS、案例教学，完成专题理论授课、

自学、讨论和测验。

截止到 2023 年 8 月 21 日，课程网站累计页面浏览量已

经达到 195,019,014 次，累计选课人数 131,630 人，累计互

动次数 207,508 次。



5、课程评价（教学效果）

（1）学生评价：学生对课程的好评率在 90%以上。2017

级汉语 03 班李枝樱、2018 级预防 01 班吴世峰、2019 级临

床 11 班蒋征奇、2020 级核工程 02 班付晶等同学认为，“课

程内容广大而有深度。课程采用了线上线下互动的形式，不

仅可以在课堂上学到许多知识，课后也能够增长见识”。

（2）校内评价：校内督导组团长朱惠延、文科组组长

黎赔肆认为“该课程建设影响和带动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

育教学的创新与改革，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示范效果”。

（3）专家评价：教育部形势与政策课教指委副主任骆

郁廷教授、委员朱喆教授和刘经纬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思想

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慧民教授认为，“该课

程规范化建设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4）社会反响：受邀参与教育部高校“形势与政策”

课文件研制；教学成果被南京师范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中

原工学院等 12 所省外高校应用；近五年，召开了 3 场全国



性会议，接待了 55 所省内外高校的考察和交流。南华大学

思政课教学改革被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媒体报道宣传。

其中，2020 年南华大学春季学期第一堂全校公开课的网络直

播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通过学校官方抖音直播观看的

学生人数达到 3 万多，位居抖音直播小时排行榜第 10 位。

通过红网直播，观看量超过 52 万人次。

此外，《思想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时事报告》杂

志社、“湖南省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网”等对学校形势与政策

课建设特色和成就也进行了宣传推介，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6、课程链接

https://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33404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