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教办〔2024〕1058号

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年全区
普通本科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培训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严格落实中央关于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以下简称马工程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的部署要求，我

厅决定继续对区内普通本科高校使用马工程教材的任课教师开

展培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一）各高校承担马工程教材对应课程授课任务的新入职教

师。

（二）各高校未参加过马工程教材培训但要讲授马工程教材

对应课程的授课教师。

（三）各高校调整马工程教材对应课程授课任务后未参加过

培训的授课教师。

（四）各高校未参加过新出版马工程教材培训的授课教师。

二、培训时间

（一)在线培训时间:2024年 8月 25日—11月 25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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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培训时间:2024年 10月 20日（星期日）15:00—

18:00报到，10月 21日（星期一）全天培训。

三、培训地点

（一）线上培训：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工程’重点教

材任课教师学习平台”(https://www.enetedu.com/index/gxmgc），使

用账号和密码登录平台学习(账号:管理员导入的个人电子邮箱

或手机号码，初始密码:abcd@1234@abcd，原已注册有账号的学

员，用原账号登录）。

（二）集中培训地点：南宁市凤凰宾馆（地址：南宁市兴宁

区朝阳路 63号）。

四、培训形式及内容安排

培训以线上学习和线下面授两种形式开展。

在线培训包括专业课程、公开课程、选修课程三大模块内容，

合计约 50学时。

集中培训分通识类及学科教材培训，对管理学类、文学类、

新闻传播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 5个学科大类的任课教师进行

为期 1天的线下集中面授培训，共 8个学时。

具体培训内容见附件 1。

五、其他事项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马工程教材任课教师全员培训工作，为任

课教师参加培训给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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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全体参训教师于 2024年 8月 20日前加入 QQ 群（群

名称：2024年“马工程”重点教材培训班，群号：982975402），

培训期间的有关事项及资料等将在群内公布。

（二）请各高校管理员按照网络研修报名模板（附件 2），

于 2024年 8月 20日前导入参加线上学习的教师信息并通知教师

参训（已有账号的教师信息不用重复导入）。校级管理员为上年

度马工程培训班的管理员。

（三）请参加集中面授的学员于 2024年 9月 10日前扫描二

维码（附件 3）填写报名回执收集表。

（四）本次培训委托广西师范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全国

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培训期间的培训费、资料

费、餐费统一由本次培训专项经费支出；学员往返的交通费、住

宿费等差旅费按有关规定回所在单位报销。

参训学员咨询个人培训相关具体事宜请联系广西师范大学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张文超 15677389805；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

训中心：李远琼 15277112952、李澄尘 010—58582604。其它未

尽事宜联系自治区教育厅民族教育与教材处：涂怡宁 0771—

5815812。

附件：1.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相关培训

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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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研修报名模板

3.集中面授报名表二维码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4年 8月 5日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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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相关培训课程安排

一、线上培训课程表

ID

号

培训课程

ID

号

培训课程

“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教学培训及相关培训课程（ 183）

本部分“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教学培训均由“马工程”教材课题组专家担纲主讲， 结合自身多

年从事课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引导学员学习、领会“马工程”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基

本精神和总体要求以及主要内容、课程重点难点。相关培训课程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专题讲座、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培训课程等。

“马工程”教育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等（ 7）

11589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使用培训：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杨晓

慧）

11590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培

训：关于坚持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重要论

述（ 秦宣）

11591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使用培训： 关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论述（ 石中英）

11592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培

训：关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扎根中国大地办

教育的重要论述（ 王炳林）

11593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使用培训：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和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论述

（ 杨银付）

1159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培

训：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使命的重要论述

（ 庞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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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5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使用培训： 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论述（ 艾四林）

“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20）

11750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年版教材

使用培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刘

建军、熊晓琳）

1175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 年版教材使用培

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秦宣、孙蚌珠、肖贵清）

1175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年版教材

使用培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丁俊

萍）

1175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 年版教材使用培

训： 思想道德与法治（ 沈壮海、陈大文）

1175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年版教材

使用培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顾海良、王宗礼）

1175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1 年版教材使用培

训：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郝清杰、侯惠勤）

114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 丰

子义）

1143 自然辩证法概论（ 张明国）

114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陈曙

光）

1365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第二版） （ 吴恩远、林

建华）

982

中国革命史 1（ 王炳林、王顺生、欧

阳军喜、杨凤城、陈述）

1057 中国革命史 2（ 丁俊萍、郭文亮、宋进）

980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1（ 郑永延、骆

郁廷、沈壮海、万美容、王雯姝）

1043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2（ 刘书林、周琪、高国

希）

981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1（ 王树

荫、项久雨、邱圣宏、韩振峰、李斌

雄）

1049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2（ 王树荫、邱圣

宏、韩振峰）

1351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3年版教材

使用培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刘

建军、熊晓琳）

1351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3年版教材使用培

训： 思想道德与法治（ 王易、廖奕）



— 7 —

1351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3年版教材

使用培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仝华、

傅颐）

1351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2023年版教材使用培

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秦宣、陈培永）

“马工程”法学类（ 37）

1170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习近平法治

思想导论（ 张文显）

11714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

辩证法（ 徐显明）

1170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党对全

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李林）

11704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李树忠）

11705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汪习根）

11706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 周叶中）

1170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马怀德）

11708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 申卫星）

1170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 胡建淼）

11710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黄文艺）

11711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统筹推

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刘仁山）

1171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杨宗科）

1171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讲堂： 坚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王新清）

1350 宪法学（ 第二版） （ 胡锦光、王磊）

983

经济法学 1（ 张守文、冯果、邱本、

徐孟洲）

1042 经济法学 2（ 刘大洪、徐孟洲、冯果）

984

国际公法学 1（ 李寿平、何志鹏、江

国青、杨泽伟、朱文奇）

1050 国际公法学 2（ 李寿平、杨泽伟、何志鹏）

1001

国际经济法学 1（ 韩立余、左海聪、

余劲松、韩龙、廖益新）

1044 国际经济法学 2（ 左海聪、韩龙、石静霞）

100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1（ 应松年、

薛刚凌、姜明安、胡建淼、马怀德）

1052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2（ 应松年、马怀德、

姜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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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民事诉讼法学 1（ 宋朝武、谭秋桂、

汤维建、肖建国、李浩）

1054 民事诉讼法学 2（ 汤维建、刘敏、廖中洪）

1007

刑事诉讼法学 1（ 顾永忠、陈卫东、

周长军、刘计划）

1053 刑事诉讼法学 2（ 闵春雷、万毅）

100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1（ 王全兴、林

嘉、刘俊、叶静漪、郑尚元）

1055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2（ 刘俊、王全兴、林嘉）

1006

中国法制史 1（ 朱勇、张生、王立民、

赵晓耕、张希坡）

1056 中国法制史 2（ 王立民、李启成、张生）

1168

商法学 1（ 范健、叶林、赵旭东、石

少侠、顾功耘）

1268 商法学 2（ 王建文、冯果、韩长印）

1231

刑法学 1（ 贾宇、刘宪权、齐文远、

黄京平、阮齐林）

1278 刑法学 2（ 贾宇、阮齐林、舒洪水）

1159

民法学（ 王卫国、周友军、王利明、

姚辉、房绍坤）

1367 法理学（ 第二版） （ 张文显、黄文艺）

1276 知识产权法学（ 李琛、李雨峰、郭禾）

“马工程”哲学类（ 17）

1342

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版）（ 吴向东、

丰子义）

136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二版） （ 聂锦芳、梁树

发）

135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二版） （ 梅荣

政、张新）

1348 西方哲学史（ 第二版） （ 张伟、韩东晖）

913

西方美学史（ 朱立元、陆扬、苏宏斌、

王才勇、刘旭光）

1343 伦理学（ 第二版） （ 王淑芹、王泽应）

1083

逻辑学（ 何向东、王克喜、张建军、

马明辉、李娜、任晓明、杜国平）

768

中国伦理思想史（ 张锡勤、关健英、杨明、张

怀承、肖群忠等）

769

中国美学史（ 张法、刘方喜、刘成纪、

余开亮、朱志荣）

914

美学原理（ 尤西林、徐恒醇、王旭晓、李西建、

杜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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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科学技术哲学（ 刘大椿、刘劲杨、李

建会、刘永谋、段伟文、曾华锋、王

伯鲁、刘孝廷、肖显静、万小龙、古

荒）

1232

西方伦理思想史（ 陈真、戴茂堂、龚群、任丑、

张传有）

1340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 丁立群、欧

阳谦、朱志方、罗跃军）

1352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第二版） （ 方立、蒲国良）

134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

读（ 第二版） （ 金民卿、周丹）

135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 第

二版） （ 田心铭）

1354

中国哲学史（ 第二版） （ 孙熙国、刘

成有、苗润田、陈卫平）

“马工程”教育学类（ 5）

1172

教育学原理（ 项贤明、柳海民、冯建

军、周兴国、李雁冰）

1336

西方教育思想史（ 张斌贤、王晨、王保星、陈

露茜）

1173

教育哲学 1（ 石中英、王坤庆、郝文

武、迟艳杰、朱晓宏）

1267 教育哲学 2（ 石中英、余清臣、朱晓宏）

1341

当代教育思潮评析（ 刘宝存、易红郡、

谷贤林、施晓光）

“马工程”文学类（ 7）

1366

文学理论（ 第二版） （ 王一川、孙士

聪）

766

西方文学理论（ 曾繁仁、李鲁宁、石天强、赵

奎英、周计武）

917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黄霖、周兴陆、

罗书华、李建中、李春青）

918 中国古代文学史（ 傅刚、董上德、陈文新、张

文利、孙之梅、袁世硕）

915

外国文学史（ 聂珍钊、王立新、刘建

军、蒋承勇、苏晖）

767

比较文学概论（ 曹顺庆、陈跃红、谢天振、王

宁、高旭东）

771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 周启超、冯

宪光、傅其林、马海良、陈永国）

“马工程”经管类（ 20）

1356

西方经济学（ 第二版） （ 吴汉洪、李

俊青）

1051 西方经济学 2（ 颜鹏飞、文建东、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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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 王志伟、沈越、

方福前、贾根良、薛宇峰）

1355 世界经济概论（ 第二版） （ 关雪凌、张兵）

1345

《资本论》导读（ 第二版） （ 李琼、

徐洋）

136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第二版） （ 顾海良、

李楠）

1109

区域经济学（ 安虎森、孙久文、吴殿

廷、高新才、薄文广）

1169

世界经济史（ 高德步、王珏、巫云仙、徐铁、

杨乙丹）

1160

中国经济史 1（ 王玉茹、萧国亮、宁

欣、武力、 燕红忠）

1270 中国经济史 2（ 李晓、兰日旭、隋福民）

1170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刘学敏、

何爱平、吴健、马中、徐波、吕昭河）

1164 管理学（ 陈传明、赵丽芬、张玉利、徐向艺）

1175

社会保障概论 1（ 邓大松、薛惠元、

杨燕绥、杨翠迎、仇雨临、林毓铭）

1266 社会保障概论 2（ 杨燕绥、刘昌平、仇雨临）

1274

公共财政概论（ 樊丽明、姜爱华、杨

志勇）

134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第二版） （ 胡家

勇、黄瑾）

1236

组织行为学 1（ 张德、李永瑞、魏钧、

孙健敏、张勉）

1269 组织行为学 2（ 李永瑞、孙健敏、周文霞）

1238

发展经济学 1（ 郭熙保、宋利芳、高

波、叶初升、张建华）

1272 发展经济学 2（ 马春文、彭刚、张建华）

“马工程”政治学类（ 8）

1363

政治学概论（ 第二版） （ 王浦劬、周

光辉）

1346 中国政治思想史（ 第二版） （ 孙晓春、颜德如）

1357

西方政治思想史（ 第二版）（ 佟德志、

庞金友）

1085

地方政府与政治（ 徐勇、沈荣华、邓大才、徐

增阳、陈国申）

1084

国际组织（ 郑启荣、张贵洪、严双伍、

蒲俜、薄燕）

1161

国际政治学（ 陈岳、刘清才、刘雪莲、方长平、

田野 ）

1171

当代中国外交（ 门洪华、李宝俊、金

灿荣、宫力、张清敏）

1339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正毅、田野、张建新、曲

博）

“马工程”历史学类（ 11）

1347 史学概论（ 第二版） （ 李捷、于沛） 916 中国思想史（ 张茂泽、刘学智、肖永明、周群）



— 11 —

979

世界古代史 1（ 杨共乐、晏绍祥、刘

健、刘城、王晋新）

1041 世界古代史 2（ 周巩固、徐家玲、张乃和）

1358

世界现代史（ 第二版） （ 于沛、黄民

兴）

1353 中国近代史（ 第二版） （ 张海鹏、刘国新）

1167

外国史学史（ 陈恒、彭刚、陈新、李

隆国、梁民愫）

1157

中国史学史（ 瞿林东、向燕南、张越、汪受宽、

李勇）

1158

博物馆学概论（ 史吉祥、陈红京、陈

刚、陆建松）

1237 文物学概论（ 贾洪波、袁胜文、刘尊志）

770

考古学概论（ 栾丰实、钱耀鹏、方

辉、靳桂云、陈洪海）

“马工程”新闻学类（ 7）

1360 新闻学概论（ 第二版） （ 张垒、丁丁） 1082

新闻编辑（ 许正林、王君超、甘险峰、刘涛、

彭兰）

1165

新闻采访与写作 1（ 罗以澄、张征、

辜晓进、丁柏铨、张志安）

1275 新闻采访与写作 2（ 翁昌寿、林晖、周海燕）

1110

广告学概论（ 丁俊杰、金定海、陈培

爱、康瑾、王晓华、初广志、杨海军）

1338

中国新闻传播史（ 吴廷俊、徐新平、陈建云、

王润泽、艾红红、蒋含平）

1337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 戴元光、胡翼

青、支庭荣）

“马工程”艺术学类（ 7）

1176

艺术学概论 1（ 王一川、彭吉象、陈

旭光、雍文昴、田川流）

1277 艺术学概论 2（ 彭吉象、王一川、黄宗贤）

1166 中国舞蹈史 1（ 袁禾、郑慧慧） 1271 中国舞蹈史 2（ 袁禾、郑慧慧）

1233

中国美术史 1（ 郑岩、贺西林、邵彦、

黄小峰）

1273 中国美术史 2（ 邵彦、吴雪杉、黄小峰）

1081

中国戏曲史（ 郑传寅、俞为民、朱恒

夫、郭英德、刘祯）

“马工程”社会学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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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

人类学概论（ 周大鸣、马翀炜、刘夏

蓓、程瑜、何明）

1332

社会政策概论（ 关信平、徐月宾、林闽钢、丁

建定）

1364

社会学概论（ 第二版） （ 冯仕政、关

信平）

1334

社会心理学概论（ 周晓虹、翟学伟、管健、汪

新建）

1335

中国社会学史（ 杨敏、江立华、陆远、

黄家亮）

1333

中国社会思想史（ 王处辉、桂胜、宣朝庆、田

毅鹏）

1163

农村社会学（ 钟涨宝、万江红、陆益

龙、林聚任、罗峰、狄金华、田北海、

董磊明）

教学方法与教学能力提升（ 12）

13535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自评核心

要素解析（ 张莉）
13538 #高校课堂教学的理念与艺术（ 周序）

13558
#一流课程内涵式建设的北航思考

与实践（ 钱政）
13506

从社会实践到社会实践课程——服务学习社

会实践“金课”建设和反思（ 刘帅）

13571
#有效教学设计和有效教学实施

（ 李霞）
13573 #数字化教学设计及教案撰写（ 祝士明）

13583 #一流课程建设与申报（ 俎云霄） 13525 四线贯穿的高校教学（ 李秋石）

13600
#关于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及

教学方法创新的哲学思考（ 吕静）
13609

#躬耕教坛 夯实教学——大学课堂的教学

语言与艺术（ 熊庆旭）

13614
#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实践教

学模式探讨（ 周德红）
13507 一流课程的对标建设与申报实务（ 高琪）

教育数字化战略与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12）

13678

#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潘

教峰）

13679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解读（ 孙克）

13680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 蔡跃洲）

13712 #人工智能的技术现状和未来（ 王金桥）

13721

#新技术赋能下的元宇宙缘起、发展

与启示（ 叶毓睿）

13724

#ChatGPT、AIGC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数字

中国的发展（ 邓志东）

13319

教育数字化行动——数字化教育新

形态： 基于 AI 技术的教育教学实践

（ 黄昌勤）

13317

教育数字化行动——极简工具+智慧教室+新

媒体平台助力教学——《高等数学》课程汇

报（ 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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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6

教育数字化行动——新时代教师教

学信息素养的内涵体系及提升方法

（ 嵩天）

13427 大数据思维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唐九阳）

13443

数字化转型中的网络安全挑战与应

对（ 姜开达）

13433

用信息化技术推进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评价

的变革（ 袁驷）

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10）

13484

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的几点体会（ 周建

波）

134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要点和心得（ 朱永法）

13482
中青年教师如何做科研与申报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 王春玺）
13483 拓宽视野， 提高论文写作水平（ 陈炳才）

13487
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写作与发表策略

（ 欧中洪）
13531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 理念与实

践： 锲而不舍的改革， 苦干不懈的坚持——

谈谈地方高校综合改革类教学成果奖的培育

与突破（ 王鹏）

13537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 厚

植情怀、科教融通， 把科研势能转化

为人才培养动能的北航探索与实践

（ 曹庆华）

13544
#志道鼎新 锤炼五术——做科教融合的优

秀教师（ 钟秦）

13545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 教

科融合、协同育人的研究性教学模式

构建与实践（ 张伟刚）

1358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原则与要素（ 陈丰

原）

教师发展与综合素养提升（ 12）

13402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促进我国高

科技发展（ 郭柏灵）

13403 发力工业互联网 赋能数字化转型（ 邬贺铨）

13404

群星都是我们的世界——从宇宙认

识看人类未来（ 苟利军）

13405 公众表达中“声音形象”的提升（ 赵俐）

13524 新教师 新理念 新行为（ 刘毅玮） 13310

跨文化交流理论、视野与实践

（ 张晓玲）

13336

疫情下高校师生心理压力及其应对

技巧（ 唐海波）

13339 在线教学的心理学原理与方法（ 张志祯）

13425

青年教师发展与教学能力提升（ 刘

锦）

13440

以教师发展为抓手，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潘志峰）

13533

#走向心体健康： 高校教师情绪管理

与压力疏导（ 陈炳才）

13676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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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培训课程表

培训时间 培训形式 授课主题 主讲专家

上午 9:00-12:00 面授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培

训： 关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扎根中国大地办

教育的重要论述

王炳林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1： 《管理学》课程建设以及授

课建议

任教学科： 管理学

相关教材编委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2： 《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以

及授课建议

任教学科： 外国文学史

相关教材编委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3： 《组织行为学》课程建设以

及授课建议

任教学科： 组织行为学

相关教材编委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4： 《广告学概论（ 第二版） 》

课程建设以及授课建议

任教学科： 广告学概论

相关教材编委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5： 《公共财政概论（ 第二版） 》

课程建设以及授课建议

任教学科： 公共财政概论

相关教材编委

下午 14:00-17:00 面授

分学科分会场 6： 《中国法律史》课程建设以

及授课建议

任教学科： 法律史

相关教材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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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网络研修报名模板

姓名* 手机* 性别* 座机 省* 市* 市县区
详细地址

*

部门* 职务 备注 1 备注 2 备注 3 工号 学校*

注：此模板为上传学校的模板，带*号的内容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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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集中面授报名表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