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材体系的几个问题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挈要和教

学内容作出系统阐释。要注意把教材理论体系及各部分内容的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

性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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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为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高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

“三进”工作，中宣部会同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以下

简称《概论》）教材。 在中央《概论》教材编写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下，《概论》课题组精研深悟党的创

新理论、用心用情编好《概论》教材。 《概论》课题

组成员是教材编写者也是学习者， 在教材编写

中，对如何理解和把握《概论》教材体系结构和基

本内容有些心得，对如何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三

进”工作有所感悟。

《概论》教材编写的特点

通过专门梳理研讨、深度理论学习、提请中

央有关部门审读把关、特邀有关专家学者提供专

题性帮助等方式，《概论》 课题组对教材结构体

系、主要理论及其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精细化修

改，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的深入领会和

准确把握。《概论》教材编写呈现三个方面显著特

征，这也是《概论》教材使用中应该把握好的三个

方面要点：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旗帜，也是引领当代青年成长

成才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概论》教材编写，

始终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和党的权威性文献为依据，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和思想

精髓作出系统阐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其中

彰显的原理性理论创造的成果。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丰

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 《概论》教

材编写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注重体现党的创新理论的

道理学理哲理的意蕴。 只有在体系化、学理化上

下功夫，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蕴含的道理讲清楚、把其中的学理和哲理

讲透彻，才能更好地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

效果。

第三，《概论》教材坚持阐释好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因事而化， 把理论阐释与实践依据结合起来；坚

持阐释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形

成的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因时而进，把历史逻

辑与理论逻辑密切结合起来；坚持把增进政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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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贯穿于教材全

部内容中，因势而新，把讲好理论内涵和讲好思

想精粹统一起来，对每一个思想观点、基本论断

和理论精粹的阐释，能准确体现其中的理论本意

和思想智慧，深刻领悟和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科

学内涵及其方法论。

《概论》教材的体系结构和理论挈要

《概论》教材编写，注重从整体上展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结构和理

论挈要，彰显《概论》教材的思想主导、时代课题

和理论主线。

第一，《概论》教材的体系结构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根本遵循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

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 学理化的过

程，这是明晰《概论》教材体系的思想主导的核心

要义。

《概论》教材的导论，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 阐释的

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完整的科学体系”作

出重点阐释， 集中于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全面阐

释，同时也展示了《概论》教材体系架构的核心

内容。

“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实现新的飞跃的最大法宝，是中国共

产党百余年来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

合”的重大成果，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指导，《概论》教材进一步从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诸

理论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阐释。 最后以“六个必须坚

持”所体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为主要内容，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以新的时

代内涵，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征。

《概论》教材体系在于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

征，具有贯通历史、现实、未来，以及贯通改革发

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的

思想智慧，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

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第二，《概论》教材体系集中于深刻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对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

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三个重大时代课

题科学回答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崭新的思

想内容、完整的科学体系，丰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

化马克思主义。 这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作为《概论》

教材及其体系的时代课题，既集中体现在《概论》

教材第一章至第五章内容中， 也贯彻落实于 《概

论》教材第四章至第十七章各章之中。

第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体系，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根本遵循。 《概论》教材依据党的二十大精

神，从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上对经济、民主、法治、

社会、生态文明，对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

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对党的建设

等各方面的战略指导和方略指引逐次作出阐释，

由此构成《概论》教材及其体系结构的理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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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教材的学理特色和教学要点

《概论》教材的思想主导、时代课题和理论主

线贯穿于教材全部内容之中，又在教材结构体系

中循次呈现其教学要点。

《概论》教材对思想主导的阐释集中于导论

部分。导论分作六个目，第一目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作出阐

释，第二目和第三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作出阐释，第四目“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集

中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五目“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阐明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

“两个确立”， 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

果，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六目

“学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水平、增强

实践能力的要求， 着力于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注重把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和知识性、理论

性和实践性统一起来。

《概论》教材对时代课题的阐释集中于教材

正文的第一章至第五章，同时又从基本方略上贯

穿于教材第五章之后的各章内容之中。教材第一

章至第五章，分别阐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五个主要问题。 第一章至

第三章凸显的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内容和论题，

对以后各章内容的展开起着主导性和引导性作

用。这三章并不是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全部内

容的阐释，而是扣住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根本内

容和核心论题，从问题意识到问题导向、再到问

题倒逼，作为对《概论》教材以下各章展开的逻辑

起点，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以这三个重

大时代课题为逻辑起点，深刻表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

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个重大时代

课题之间守正创新的思想精粹；还深刻表明中国

共产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探索中与时俱进的

理论品质。

第四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承接以上对重

大时代课题根本内容和核心论题的阐释，从“中

心”的高度，从根本立场和发展“红线”两个方面，

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根本内容和核心论题作

出新的概括。第五章阐明新时代要牢牢把握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

革总目标，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断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这两章在《概

论》教材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概论》教材对理论主线的阐释集中于教材

正文的第六章至第十七章。 这十二章的结构，依

据党的二十大应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的总

体布局、战略部署和基本方略的阐释分作两大部

分：一是第六章至第十二章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教育、科技、人才战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七个方面作出的展开论述；二是第十三章

至第十七章按照党的二十大关于维护和塑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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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坚持“一

国两制”和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从严治党五

个方面作出的展开论述。

《概论》教材使用要把握好的基本关系

对《概论》体系结构的理解，要注意把教材理

论体系及各部分内容的政治性和学理性、价值性

和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

来。

一是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

系列重要论述和党的权威性文献为依据，全面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

观点和理论体系。 《概论》形成的包括导论、结语

和十七章主体内容体系结构，就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导、 主题和主线

的。 对《概论》教材体系结构的理解，要以深入学

习和深刻研究这一思想的全部论述为基础和前

提。 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

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赋予马克思主义以

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要把这些重要的理

论特质和显著的思想智慧在《概论》教材体系结

构中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贯彻落实。

二是要注重对《概论》教材体系结构不同层

面之间和逻辑层次有机联系的把握。要深入理解

《概论》 体系结构中各章内容上的相互关联，如

《概论》体系结构中第一章至第五章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五章与之后各章之间的关系。 其中，既要

深入把握前三章对三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根本内

容和核心论题阐释的理论要义，又要深刻理解这

三个重大时代课题“问题意识”的实质，特别是在

《概论》教材第六章至第十七章各章中，要从战略

擘画、总体布局和基本方略诸方面的“问题意识”

上，从“问题导向”过程中，循序渐进、丝丝入扣，

深刻理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第三

章和第十七章涉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问题， 第三章讲的是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党要发挥核心领导作用的问题，第十七章讲

的是怎样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更好地发挥党的核

心领导作用，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

革命，这两章在《概论》教材体系结构中处在不同

的逻辑层次，但都是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探讨，要注重这两章

内容上的内在联系和密切结合。

三是要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深刻理

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

道理学理哲理，努力把握《概论》教材体系和全部

内容的政治性、理论性和学术性、学理性。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要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贯要求，要高度重视推进理论

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途径，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

系化、学理化的过程。

四是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成果形成的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 把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在对《概论》

教材体系结构的理解中，不仅要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创

造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还要注意与实践逻

辑的有机结合。 在对《概论》教材体系结构理解

上，要切实贯彻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

要思想观点。

【作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题组首席专

家】 （责任编辑：郭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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