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第一目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第二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建议在教学中讲四个问题：一是关于主要

矛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依据；三是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意义；四是和两个“没有变”的关系。 

第三目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建议从历史、现实、人民、民族、世界不

同的角度来理解。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注意三个关键词：核心要义，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建议在教学中重

点讲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是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是政治意义——新时代的精神旗帜。 

三是实践意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第九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第一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一目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建议重点讲清总任务和中国梦

的关系。 

第二目中国梦的内涵，要讲清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及其相

互关系。 

第三目奋力实现中国梦，建议重点讲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第二节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第一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建议讲清“三步走”

战略。 

第二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两步走”战略的具体安排。主要是

讲清“两步走”的具体目标。 

  

 

第十章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一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主要阐述三个基本问题。一是新发展理念；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

议在教学中着重讲清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再重点讲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坚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

从三个方面展开，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成是什

么，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本节建议重点讲为什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中建议

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第三节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本节重点要讲三个问题：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二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三是文化自信。 

第四节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本节列三目：一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三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今年教材新加的内容，在教学中可以重点展开。 

 

第五节 建设美丽中国 



重点是三个问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实现最严格的环

境保护政策，坚持绿色发展，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第十一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一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节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二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三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对于深化改革的认识现在仍然在不断加强。

因此本节可以在教学中作为重点内容扩展讲解。这一节涉及三个问题：第一

个是立场问题，即要回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第二个问题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主要内容，第三个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处理的重

大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四大关系建议作为本节重点来讲。 

第三节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原来在 2015 年版教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政治建设

中，2018 年版教材将其作为单独一节来强调，突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

意义。全面依法治国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发展；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三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点任务。 

第四节 全面从严治党 

2015 年版教材中这是全书最后一节，这次修订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着重讲两个问题：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特别突出了党的政治建设。 

本章重点难点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的关系。 



第十二章  关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此次修订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单独设立为一章。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特

别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军队和国防建

设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 

第一节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这一节列了三目：一是习近平强军思想，二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三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议在教学中重点讲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历史

定位和贡献。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

标志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面貌变化与军事

事业的成就和变革，最根本就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第二节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该节重点讲两个问题：一是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二是加快形成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第十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第一节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教材从三个层面阐述：一是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二是坚

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三是推动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第二节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节由三目构成：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二是促进“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三是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章可以设计专题来进行教学，比如当今世界格局分析，构建以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等等。 

 

第十四章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这次修订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把党的

地位和作用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放在了本章。 

第一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该节围绕三方面展开：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教学中建议重点讲清两个问题，一是“两个最”：最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

势。二是四个伟大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节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一节列三目：一是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二是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三是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