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二 中央财经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课方案（2022年修订）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都很强的一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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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

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重要渠道。为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

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18〕1号）和北京市教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高

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若干措施》（京教工〔2021〕3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科生

“形势与政策”课程开课方案如下：

一、课程设置及管理

（一）学分设置

公共必修课，2学分/64课时，每学期 8课时，自 2021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二）教材

使用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委托中宣部时事杂志社编写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作为教材。

（三）课程开设形式

1．大一至大四 8个学期进行专题教学，总计 64课时。专题教学以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各年级每学

期安排 4次课，每次 2课时，共计 8课时。可采取线下或线上的方式。

2．集中授课以线下学习为主，部分专题可采用线上直播或观看慕课等形式。

（四）课程考核和成绩记载

1．学生需全部完成指定的 4次课的学习，线上教学以导出名单作为学生参加学习的依据。

2．学生从 4次课的内容中，选择相关主题撰写 1000字以上学习报告，通过超星平台考试入口按要求

提交。未学满 4次或未按时在超星平台提交学习报告者，该学期考核不及格。

3．学期考核通过者，在超星平台记录该学期的成绩为“合格”，8学期均合格，则整门课程最终成绩

为“合格”，并于第 8学期统一在教学管理系统登录成绩。

4．学期考核不合格者或因外出交流未参加学习者需进行重修或补修，具体修读方式和考核要求由马

克思主义学院于每学期初公布。

二、课程的组织领导

为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顺利开展，学校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如下：

（一）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工作，并具体负责

选题设计、教学任务落实、集体备课、课堂教学组织、教学档案管理、课程考核等工作。

（二）教务处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总体协调，在“形势与政策”师资库建设、排课、教学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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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工作量认定、课酬发放方面予以支持和保障。

（三）学校办公室、智慧校园建设中心负责教学场地和设备的协调、支持和保障，智慧校园建设中心

对直播教学必要的网络环境等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四）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师工作部、科研处、校友会等单位负责推荐符合条件的校史学人、辅

导员、龙马学者、“思政+”教师、学科前沿专家、优秀校友等，纳入“形势与政策”课程师资库。

（五）宣传部负责有关意识形态审查及宣传工作。

三、其它问题

（一）自本方案公布起，各年级本科生“形势与政策”教学组织安排和成绩评定等均按照本方案执行。

（二）其他未尽事宜由教务处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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