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中国农业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 

实施办法》的通知 

 

学生〔2017〕20号 

 

各相关部门、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

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

知》（教社政［2004］13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研究制定了

《中国农业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实施办法》，现予印发实施，请

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农业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党委学生工作部 

2017年 9月 1日 



附件： 

中国农业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实施办法 

第一章  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第一条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思想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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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 

第二条  形势与政策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

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二章  课程主要内容 

第三条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内容根据教育部编发的“高

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确定，将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

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国家安全教育、

科学精神教育,加强扎根一线、服务“三农”教育等，纳入形势与政

策课程教学。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

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

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

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



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

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四条  建立《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协作机制，在主管校领

导指导下，教务处、学生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同落实。其中，

教务处负责教学平台建设与维护；学生工作部负责师资选拔、培训、

教学设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课程教研、集体备课指导。 

第五条  成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教

研中心”），挂靠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课程的建设、规划、授课和

教学研究。教研中心主任由学生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人担

任，成员包括各学院专职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生思想

政治工作干部和其他有意愿参与课程教学研究工作的干部、教师。

各学院成立课程组,负责本学院学生的教学组织与管理，组长由主管

学生工作的院领导兼任，秘书由学生教育管理科负责人兼任。 

第六条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

点”相关内容，围绕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国防与外交、文化与科

技、生态与社会”4个教学专题，教研中心成员组建 4个专题教学团

队，每个教学团队负责 1 个专题，开展专题设计、课件研发、集体

备课和教学法研究等。 

第七条  教研中心每学期组织专题教学团队互相听课，定期组

织开展学术研究，交流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努力建设精

品课程。 



第四章  教学组织与成绩考核 

第八条  《形势与政策》课程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列入本科生

培养方案，计 2个学分，课程在 1-6学期进行。 

第九条   新生入学后，学生工作部负责在新生教育中向学生介

绍课程学习的性质、意义、目的、教学方式、学习步骤、考核方式

等。 

第十条  学生每学期需完成 22学时的课程学习任务，包括 8个

专题教学学时和 14个在线学习学时。每学期的课程任务直接置入学

生课表，学生在学期结束前完成本学期课程学习任务。 

第十一条  专题教学由学院课程组牵头组织，从 4 个专题教学

团队中选择教师进行专题教学，每个专题 2 学时，确保每个学生每

学期听取 8个学时的专题教学。  

第十二条 在线教学依托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进行，教研

中心定期将在线学习资源上传至平台，学生登录后选定视频教学资

源后在线学习并完成相应的在线讨论和测试。学生在学期结束前完

成 14学时的在线学习。 

第十三条  课程以《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和《时事》VCD 作为

学生学习辅导资料。《时事报告》作为教师教学必备参考资料，学生

工作部负责将中宣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不定期下发的形势教育文

件、音像资料及时传达给任课教师。 

第十四条  课程实行学期考核制，每学期考核一次，由各学院

课程组根据学生参加专题教学和在线教学的学习表现综合评定。其



中，每学期网络学习时长未达到 14学时的，不得参加课程考核。课

程总成绩为各学期考核平均成绩，第六学期考核结束后一次计入学

生成绩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课程为全校必修课，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均应修

读。“2+2”、“3+2”联合培养本科生可于出国前办理免修手续。其他

类似情形可以参照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