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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年，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率先开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2021年，学院围绕该课程的教学探索“‘一体

两翼’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获批福建省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重大项目。

所谓“一体”即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一主体课程，发

挥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牵引作用；“两翼”即充分利用福建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独特优势，开发“习近平在福建足迹”等特色课

程资源和实践课程资源，以此形成以核心课程为主体、以特色和实践课程资源为“两翼”

的课程体系。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实施“主体课程提升计划”，形成“专业课和公共课相互促进、线上线下教学有机

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主体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在整个

课程体系中起着管总、管方向的作用。学院同步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公共课和面向马克

思主义理论类学生的专业课，推动专业课与公共课教学相互促进、有机融合。同时，优化线

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形成线上“名师共同体”授课、线下面对面解疑释惑的教

学格局。

二是实施“辅助课程资源开发计划”，打造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的辅助

课程体系。充分挖掘习近平在福建等系列采访实录、《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

迹》等育人资源，将其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体系。开展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前行”大

学生讲思想政治理论课活动，引导学生深入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创新理

念、重大实践和优良作风，将讲课成绩作为过程性考核纳入课程评价体系。组织学生社会实

践队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和考察过的地方，使学生真切感受思想魅力、真理伟力，引导学

生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拥抱新时代的动力和热情。出版《感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大学生实践心得》，立体展现学生学思践悟成效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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