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形势与政策Ⅱ》 

2023-2024 学年教育教学计划 

（适用于 2020-2022 级） 

一、课程概述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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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主要目的是紧密结合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

思想特点，帮助学生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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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本学年课程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

党的二十大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

生头脑，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大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二、课程形式与修读要求 

（一）课程形式 

1.时事讲座 

定期邀请相关老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宏观经济形势、

国际热点问题、校史校情及院史院情等进行全面解读，要把强化历史自信教育作

为主线，教育引导学生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

优势。要通过讲授党的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港澳台工作、国际形势与政策

等专题，引导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主题讨论 

不定期以沙龙、影视评论、辩论等形式组织主题讨论，就社会热点（如亚运

主题、国防安全、深化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自信相关论述等）进行讨论，

剖析时事背后的深刻发展与变革。 

3.综合实践 



不定期组织志愿服务、实习实践等综合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全面优化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4.学习报告 

定期组织学生围绕时事讲座、主题讨论、综合实践等课程具体内容，结合自

身对当前国际或国内热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总结学习心得、撰写学习报告，从而

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检验课程成效。在毕业学年，需提交 1 篇 2000 字左右的

《我的大学生活总结》。 

（二）修读要求 

历史学院《形势与政策Ⅱ》课程按参与场次计积分，细则及要求如下： 

1.时事讲座为选修环节，每场 2 积分；主题讨论、综合实践为选修环节，每

次 0.5~3积分；学习报告为必修环节。各项分值原则上设定如上，将根据课程内

容适当调整分值，以具体通知为准。 

2.历史学院 2020 级学生在毕业前需累计达到至少 16 积分；2021 级学生在

毕业前需累计达到至少 20 积分;2022 级学生在毕业前需累计达到至少 26 积分。 

 

三、授课方式与课程考核 

（一）授课方式 

历史学院《形势与政策Ⅱ》课程采用非集中授课的方式。 

时事讲座、主题讨论、综合实践环节，学院将在每次活动开展前 3-5天发布

通知，由学生自主报名（部分活动报名名额设限，先报先得；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毕业班学生）；学生报名成功，且有活动现场完整的签到签退记录，经学院团

委审核、公示无误后，即可获得相应积分。 

学习报告环节，学院将在毕业学年发布提交通知；学生按要求如期提交学习

报告，即可获得相应积分。 

（二）课程考核 

1.平时考核：学院将对学生平时参与活动的情况进行公示和记录。学生报名

成功且参与活动的，则可获得积分；学生报名成功但无故缺席的，则将影响下一

次报名。 



2.学院将对学生的心得报告进行审阅，并结合平时考核情况给出最终综合考

核结果。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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