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考察学习、研讨交流图片 

 
 

 

 



 

 

 
（易经和中国哲学交流活动） 

 

 



 
（国学经典及其智慧赏析） 

 

 

 
 



 
 

 

 
（延续中华文脉） 

 



 

 

 
 

 

 



 

 

教研组教学讨论活动 

 

（学习小组研讨活动） 



 
（教师考察开平碉楼图片）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图片 

（邓小平像留影） 



 

（中山纪念堂留影） 

 

 

（参观考察深圳博物馆留影） 



二、荣誉证书（部分） 

 

 

 



 

 

 
 

 
 

 

 



 

 

 

 

 



三、教学效果评价情况（评教系统截图） 



 

 











 

 

 

 

 

 



 

 

 

 

 

 

 

 

 

 

 

 



四、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 

（截图） 

 



 

 

 

 

 

 

 

 

 

 

 

 

 

 

 

 



五、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获优秀凭证 

 



 

 

 

 

 



六、教学科研氛围及文化生态环境 

 
 

 



 

 
 

 

 
 



 
 

 
 

 



 

 

 

 

 

 

 

 

 



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教学改革工作，针对我校国际合作办

学的特点，进一步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政治与公

民教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在已有教改成果的基础上，特制定如下

教学改革方案。 

一、改革的原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公共必修课，其教学改革一

方面要坚持国家相关教育政策和文件规定，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即

“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

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

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联系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在不改变教学目的基础

上，结合课程本身的目标和特点，对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考核方法等问题，

坚持整体性改革原则、差异化教学原则、师生协同原则，巩固已有成果、深化本

次教改内涵、注重教改实效、并积极鼓励教学方式创新。 

二、改革的思路： 

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根本”的教育观念，推进《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改革。 

1. 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 

通过整合教学内容，减少课堂讲授时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研究讨论时间；

在达到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合作办学的学生特点，满足其多样性和

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2.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创新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改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注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在教学中推行讲座、自主学习、课堂研讨等教学方法，加强教与学之间的互动，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开展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积极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3. 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 

改革课程评价方式，从考试形式、时间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大胆调整，考核形

式力求多样化、科学化、合理化、可操作性强。注重学习过程的过程性评价，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 

4. 发挥网络教学资源优势，搭建教学互动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优势，尤其是学校教学部和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两级

网络学习平台，构建多渠道、立体化的学习方式，加强学生兴趣和能力培养以及

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课程改革的目标和要求： 

    通过本次教学改革，预期达到以下目标和要求： 

    1、坚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大纲教学。提高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

理解，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历程，认识历

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党和选择了社会主义。 

    2、结合国际合作办学学生特点实施有效教学改革。由于该部分学生在我校

学习时间只有二年，时间相对较短，将来要出国留学，其在国外留学期间，不可

避免的要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如何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本

次教改的重要目标。 

    四、课程的教学内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全教材有上、中、下三编共十章的内容，涵盖了从鸦

片战争至改革开放共 170余年的历史，课程内容信息量大。在教学安排上打破教

材章节顺序，突出问题导向，体现学生学习主体的教学设计，拟定六个专题讲座

和五个专题研讨课题，内容涵盖了该课程所有内容。 

    专题讲座题目：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2、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3、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4、日本近代对华侵略历程 

5、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6、富强与梦想——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 

    专题研讨课题： 

1、如何评价西学东渐 

2、如何看待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 

3、青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4、日本与中国近代化之比较 

5、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五、课程改革的形式 

1、“1+1+1”模式： 

即“大班讲座+自主学习+小班研讨”。 

    大班讲座：根据专业学生人数，集中 300——400 人的讲座规模，参照形势



政策课模式进行教学，按照讲座题目进行 6次讲座，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

研室教师分别讲授。 

    自主学习：在专题讲座时由教师提出问题思路，学生根据课堂内容阅读相关

书目和文章等资料。 

    小班研讨：经过自主学习准备，学生分成小班进行研究性学习，老师根据学

习特点，提出学习要求，布置作业进行考核。 

    2、班级组织形式： 

    大班讲座班级：300——400人；每次上课由勤工俭学同学负责考勤工作（打

卡方式）；教师采用讲座式讲授方法，针对一个专题讲座进行详细讲解。 

自主学习：学生按照学号顺序或学生自然班级进行分组，每班规模为 30 人

左右。每班学生再分为 6个小组，每组 5个学生，学生轮流担任组长，变换角色，

进行自主合作性学习，并对其表现进行评分；其学习地点可以灵活多变，以在图

书馆或校内其他合适场所为宜。 

小班研讨：研讨形式可采取演讲、辩论、角色模拟等形式展开，班组模式与

课下学习相同，需要到固定教学进行研讨学习，有专门老师负责组织，每位教师

负责 3个班；特殊情况下可考虑增加助教协助研讨工作的开展，也可考虑邀请其

他老师参与课堂讨论。 

    六、课时计算： 

    大班讲座 1 个班，讲座 6次，每次 2学时；小班研讨每班研讨 5 次，每次 2

学时；自主学习 1个班，6次，每次 2 学时；课时总数相当于教改前滚动课时量。 

    七、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由过程考核、小班研讨和期末论文三部分组成。其中过程考核占

20分；小组研讨占 30分；期末论文占 50分。 

    过程考核：大班讲座和小班研讨时的考勤；大班讲座旷课一次取消考试资格；

专题研讨旷课 1 次取消考试资格，课下学习旷课 2次取消考试资格。 

    小班研讨：评分依据为学生的参与度、材料的搜集情况。每组五名同学，轮

流担任组长，负责该小组的课下学习和专题研讨，并根据每位同学的考勤、资料

的搜集，讨论参与程度等方面为其评分。 

期末论文：主要考查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八、课程评价： 

    参与本次教改的老师和学生不参与学校统一的评教，由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制作并向学生提供关于本次教改的调查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以保证对课程评价的客观性，单独完成本课程的评教工作；

校级教学督导和学院教学督导人员可按照课表参与教学的督导工作，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九、教师工作安排： 

    刘振环教授总体负责此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工作，统筹策划，

其他教师负责讲座及小班研讨等内容。 

十、课程内容安排： 

    现根据我校每学期 18周课时安排，本次教改内容列表如下： 

周数 课程形式 课程内容 课程语言 

1 大班讲座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中文 

2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3 专题研讨 如何评价西学东渐 中文 

4 大班讲座 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中文 

5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6 专题研讨 如何看待中国民国的历史地位 中文 

7 大班讲座 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中文 

8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9 专题研讨 青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中文 

10 大班讲座 日本近代对华侵略历程 中文 

11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12 专题研讨 日本与中国近代化之比较 中文 

13 大班讲座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中文 

14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15 专题研讨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中文 

16 大班讲座 富强与梦想——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 中文 

17 自主学习 资料待定 中英文资料 

18 考试 考试复习 中文 

 

十一、需注意事项： 

本次教改在形式上由讲座、自主学习和专题研讨三部分组成，三部分内容配置较

为合理，但是在衔接方面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是自主学习监督问题，缺乏

教师的监督，学生的自觉性如何调动起来，圆满的完成学习任务；其次是学习小

组的问题，课堂讨论通过小组形式进行，成绩的部分内容是以小组的形式评分，

小组成员之间的配合尤为重要，如果有个别学生参与度不强，会影响到其他学生

成绩；再次是学生对教学改革的认同和配合问题，此次教改从表面上看学生听课

时间减少，但是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环节增加，尤其是需要学生自觉学习，如果学



生对教学内容缺乏兴趣，可能会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附页： 

专题讲座题目：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主要内容：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比较，中国渐趋衰落，西方崛起，中西之间差距如何拉

大，以及给予今日中国的启示。 

2、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主要内容：旧式农民革命、中体西用、西化、

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等等，历次思想的优缺点及启示。 

3、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主要内容：中国近代以来的两条道路选择，

改良与革命孰优孰劣，中国选择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对今日“否定革命”思潮的

反思。 

4、日本近代对华侵略历程——主要内容：日本作为中国的特殊邻国，近代

以来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而日本至今仍不肯认真反思侵略历史，成为东亚地区

一最不稳定因素，并挑起钓鱼岛事件、教科书事件，试图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

通过对日本近代侵略历史的考察，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5、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主要内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屡遭

西方入侵，然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艰苦抗争，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建国后，又

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并终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富强与梦想——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主要内容：近代以来，一批批

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中国的未来出路，中国的青年学子漂洋过海出国留学，并

最终学成归国，为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金融 2+2”专业学

子理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出国留学。 

    专题研讨课题： 

1、如何评价西学东渐——中学与西学的比较、西学的传播途径、西学的传

播效果、西学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意义 

2、如何看待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中华民国历史、中华民国后国共两党

问题 

3、青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同时期青年群体对于国家命运的

关注，建国前青年群体积极追求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建国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追

求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作为今日学子，又该如何做？ 

4、日本与中国近代化之比较——日本是中国历史的参照物，日本通过明治

维新运动迅速西化并走向帝国主义扩张之路，而中国则深陷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之



泥沼不能自拔，日本近代化如此顺畅的原因是什么，中国近代化如此迟缓的原因

又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所走之路与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之路极为相似，二者

区别在哪里？ 

5、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三十年，改

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两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比较，

思考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开放是否应该继续坚持。 

 

 

 

 

 

 

 

 

 

 

 

 

 

 

 



八、课堂互动及学生讨论作业展示 

 

 



 

 



 

 

 

 



 

 

 

 

 





 

 



 

 



 

 



 

 



 

 

 

 

 

 

 

 

 

 

 

 

 

 

 

 

 

 

 

 

 

 

 

 



九、资源共享网站建设及教师课程网络资源情况 

 

 
（网站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