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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第二十七条“社会

主义学院应当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要求，不断充实和更

新教学内容，优化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

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和第

十六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第十八次全省社会

主义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加强理论课程体系建设，夯实

政治共识教育基础，更好适应我省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

养需要。现对学院原有理论教学课程体系进行充实调整，

形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基本

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中华文化、形势政策和履

职能力为主体的“1+5”模块 150 多门理论课程体系。内

容上既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课

主课地位，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所有课程模块的核心灵魂，体现重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紧跟党的创新理论与创新实践，

突出统战特色和省情特色，注重历史文化和履职能力的

特点，课程更新率达 20%，基本达到了满足政治共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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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培训课程需求全覆盖的目标。印发理论教学课程体

系及学院教研人员教学专题目录，便于培训承办部门使

用和每年更新课程。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

2024 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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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教学课程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 2：习近平文化思想

课程 3：习近平法治思想

课程 4：习近平经济思想

课程 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课程 6：习近平外交思想

课程 7：习近平强军思想

课程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导读

课程 9：《习近平著作选读》导读

课程 1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

导读

课程 1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

课程 1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课程 1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课程 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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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重要论述

课程 1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

课程 1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课程 18：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重要论述

课程 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

课程 2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

课程 2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重要论述

课程 2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课程 2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

党的基本理论

课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与启示

课程 2：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课程 3：《共产党宣言》导读

课程 4：《资本论》导读

课程 5：《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

课程 6：《费尔巴哈论》导读

课程 7：中共党史

课程 8：新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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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9：改革开放史

课程 10：社会主义发展史

课程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课程 12：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历史经验

课程 13：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课程 14：中共中央全会精神解读

课程 15：全国两会精神解读

课程 16：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课程 1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

课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统一战线

课程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思想

课程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课程 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课程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课程 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课程 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

课程 8：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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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9：《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中央统战工作

会议精神学习

课程 10：《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学习

课程 1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课程 12：党的百年视域下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与新使命

课程 13：统一战线与中国道路

课程 14：统一战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 15：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

课程 1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课程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

课程 18：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课程 19：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

课程 20：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课程 21：当代世界政党制度概论

课程 2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

课程 23：政协协商理论与实践

课程 24：政治协商理论与实践——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治

协商工作条例》

课程 25：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课程 26：民主党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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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27：多党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课程 28：中国政党制度史

课程 29：中国民主党派简史

课程 30：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史

课程 31：中国民主同盟史

课程 32：中国民主建国会史

课程 33：中国民主促进会史

课程 34：中国农工民主党史

课程 35：中国致公党史

课程 36：九三学社史

课程 37：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史

课程 38：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

课程 39：党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

课程 4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课程 41：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

课程 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课程 43：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政策

课程 44：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课程 45：中国宗教概论

课程 46：基层宗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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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47：新时代民营经济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48：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课程 49：弘扬张謇精神 培育新时代苏商

课程 50：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51：网络人士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52：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53：港澳台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54：海外统一战线工作

课程 55：江苏侨务工作的政策与实践

课程 56：基层统一战线工作

中华文化

课程 1：中华文明史

课程 2：中华民族发展史

课程 3：中国哲学思想史

课程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课程 5：儒家经典解读

课程 6：佛学经典解读

课程 7：道家经典解读

课程 8：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弘扬革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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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9：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课程 10：革命文化与文化自信

课程 11：雨花英烈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课程 12：新四军铁军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课程 13：淮海战役伟大胜利及其精神财富

课程 1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 15：弘扬中国精神

课程 16：传承优良家风 彰显人生价值

课程 17：江苏文化概论

课程 18：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

课程 19：大运河文化保护与传承

课程 20：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课程 21：中国传统书画鉴赏

课程 22：中国传统文学鉴赏

课程 23：中国传统音乐鉴赏

课程 24：中医与养生

课程 25：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文化自信

课程 26：文化融合与文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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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

课程 1：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

课程 2：当前国际经济形势

课程 3：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态势

课程 4：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课程 5：中共江苏省委全会精神解读

课程 6：数字经济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

课程 7：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课程 8：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

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课程 9：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与江苏实践

课程 10：“一带一路”倡议与江苏实践

课程 11：促进区域协调 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课程 12：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的探索与启示（案例教学）

课程 13：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课程 14：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

课程 15：文化产业战略与文化强省建设

课程 16：江苏“三农”问题

课程 17：江苏水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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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8：江苏改革开放历程

课程 19：公共危机管理

课程 20：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履职能力

课程 1：周恩来统战工作艺术

课程 2：统战干部能力建设

课程 3：民主党派能力建设（研讨式教学）

课程 4：民主党派廉政建设

课程 5：党外代表人士履职能力建设

课程 6：党外代表人士如何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能力（结

构化研讨）

课程 7：政协委员履职能力建设

课程 8：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建设

课程 9：调查研究能力建设

课程 10：写好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

课程 11：公文写作

课程 12：新闻宣传与舆情应对

课程 13：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课程 14：阳光心态与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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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人员教学专题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龚万达）

党的基本理论

2.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王天海）

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刘步健、陈锋、朱杰、夏涛、钱照亮、魏晓蕾、龚万达、

任世红、鲍跃华）

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推动新时代统

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刘步健）

5.《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

神（任世红、魏晓蕾）

6.学习二十大精神 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魏晓蕾）

7.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的重要论述（蒋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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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赵晓锋）

9.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任世红）

10.统一战线与中国道路（鲍跃华）

1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魏晓蕾、赵晓锋）

12.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魏晓蕾）

13.党的百年视域下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与新使命（魏晓蕾）

1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龚万达）

15.政治协商理论与实践——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

作条例》（龚万达）

16.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任世红、鲍跃华）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任世红）

18.中外政治制度研究（王天海）

19.多党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启示（鲍跃华）

20.新时代民营经济统一战线工作（蒋建忠）

21.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郭晓东）

22.网络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郭晓东）

23.“一国两制”与统一战线（夏涛）

24.新时代侨务工作（朱杰）

25.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赵晓锋）

26.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政策（徐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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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民主党派史（任世红）

28.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盛毅）

29.民主党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徐晓婷）

30.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陈克文）

31.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李明）

中华文化

32.统一战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宋好）

形势政策

3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高质量发展（蒋建忠）

34.“印象江苏”——江苏发展之路（陈锋）

履职能力

35.关于做好统战工作的几个问题（刘步健）

36.如何做好统战系统机关中层领导干部（刘步健）

37.民主党派履职能力建设（任世红）

38.如何提高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能力（任世红）

39.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与舆论引导（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