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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及其主要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运行

机制等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认识，从而为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为推进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贡献。

三、教学内容及要求

第一单元 导论（4学时）

主要内容：

1.1 政府（1 学时）

1.2 政治（2 学时）

1.3 中国政府与政治（1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掌握政府的一般概念，政治的含义及政治的社会地位，理

解政府与政治的关系。

重点、难点：政府与政治的含义及其两者的关系；政治的含义。

其它教学环节：讨论政府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单元 宪法（8 学时）

主要内容：

2.1 宪法的演进（2学时）

2.2 宪法的结构、功能和作用（2学时）

2.3 宪法的性质、原则和特点（2学时）



2.4 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2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宪法、宪政、宪法的结构、宪法和政府的关系、

宪法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了解中国宪法的演进历程，从中找出宪法的内容演变的基本逻辑；

理解宪法的功能与作用；体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建设等与宪政之间的关系。

重点、难点：重点：1、宪法与宪政的含义及其关系；2、宪法和政府的关系；3、宪法

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难点：1、宪法与宪政的关系；2、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其他教学环节：思考题：1.简述宪法与宪政的关系。2.试论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宪政体

制？

第三单元 政党制度（12 学时）

主要内容：

3.1 中国政党制度概况（4 学时）

3.2 政党与政府（2学时）

3.3 执政党与市场（2 学时）

3.4 政党与政党（2学时）

3.5 执政党与人民军事力量（2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掌握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中央

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我国党政关系演化的过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及

特点；了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参政党参政的方式及实现的途径，我国政党制

度的发展历史，民主党派及其组织体系。

重点、难点：重点：1、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3、执政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式及特点。难点：1、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2、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

和人大的关系。

其他教学环节：思考：1.试论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试论如何正确处理政党与国

家权力机关的关系。3.试论述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的认识过程。4.试论如何完善和发展多党合

作制度。5.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本内涵。

第四单元 权力机关（10 学时）

主要内容：

4.1 人民代表大会概述（3 学时）

4.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 学时）

4.3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 学时）

4.4 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形式与议事程序（2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掌握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特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

人大代表的权利，代表团与主席团；了解人大的议事程序，人大代表的产生等，我国的立法



主体，各级人大的职权及组成。

重点、难点：重点：1、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2、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职

权；3、人民代表的职权。难点：宪法规定的权力机关的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

位问题。

其它教学环节：思考：1、试论述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性质。2、试论述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职权。3、试论述人民代表大会的上下级关系。4、如何完善人大制度？

第五单元 国家元首（4 学时）

主要内容：

5.1 国家元首的历史发展（1学时）

5.2 国家主席的地位与职权（2 学时）

5.3 国家主席的产生与任期（1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我国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了解元首制度的历

史沿革，当代元首制度的几种形式，我国元首的产生的过程及程序。

重点、难点：重点：我国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难点：元首的程序性权利与实际决定

权力机关的关系。

其它教学环节： 思考：1、简述国家元首的基本内涵。2、简述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元首

的基本类型。3、我国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

第六单元 行政机关（16 学时）

主要内容：

6.1 中央行政机关（4 学时）

6.2 地方行政机关（6 学时）

6.3 特别地方行政机关（4 学时）

6.4 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2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掌握行政组织内的职能配置、当代中国的行政领

导体制，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产生其职权；了解我国各级行政机关设置在当代的演变。

重点、难点：重点：1、行政组织内的职能配置；2、当代中国的行政领导体制；3、我

国各级行政机关的产生及其职权。4、服务型政府的相关内容。难点：我国行政组织的领导

体制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的领导体制的矛盾。

其它教学环节：思考：1、简述总理负责制的相关内容；2、试论述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服务型政府。3、试论述中国的市级人民政府。4、简述市管县体制。

第七单元 政治协商机关（8 学时）

主要内容：

7.1 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与发展（2 学时）

7.2 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原则与政治职能（2 学时）



7.3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完善（4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政协机关的概念、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机构、政

治协商会议的政治性质及政治职能、如何完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重点、难点：重点：政协的政治职能及其完善。难点：政协的政治职能。

其它教学环节：思考：1、如何完善政协制度；2、试比较政协与人大的异同。

第八单元 司法机关（6 学时）

主要内容：

8.1 司法机关的沿革（1学时）

8.2 人民法院（2 学时）

8.3 人民检察院（2 学时）

8.4 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1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我国司法机关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了解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我国司法机

关的历史沿革。

重点、难点：重点：1、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职权； 2、法官制度和检察官制度。

难点：司法制度与党的领导及与人大、党委之间的关系。

其它教学环节：思考：1、司法公正的涵义；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保障司法独立的

实现？

第九单元 选举制度（4 学时）

主要内容：

9.1 概述（1 学时）

9.2 选举制度的主要原则（1学时）

9.3 主持选举的机构与选举程序（0.5 学时）

9.4 港澳台地区及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的办法（0.5 学时）

9.5 继续完善选举制度（1 学时）

教学要求：通过本单元学习，明确掌握选举、选举权、选举法、选举制度的涵义，了解

我国选举活动的主要程序，并能针对我国目前的选举现状，提出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对策分

析。

重点、难点：重点：1.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联系和区别；2.完善选举制度的多种措施；

难点：1.代表名额的划分；2.民众对选举的认识。

其它教学环节：思考：试论如何完善选举制度？

四、教学策略与方法

教学策略：拟采用强化教学与科研的双向互动与结合、强化教学过程与当前中国政治领

域的重大现实状况紧密结合、强化政治知识教育与政治观教育的有效结合等教学策略组织教



学活动。

教学方法：拟采用理论讲解法、提问法、谈论法、课堂练习、课外作业等教学方法实施

教学活动。

五、教材与学习资料

教材：谢庆奎．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学习资源资料：

【1】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版。

【2】徐育苗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3】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4】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5】魏娜 吴爱明著：《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6】杨光斌著：《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六、实施本教学大纲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课程的主要内容，即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的根本政治

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及政府体制，对我国的国体、政体及主要政治制度的基

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从制度层面和经验层面上正确认识当代

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这些制度在我

国的产生和发展，研究这些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逻辑联系，以推

进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其次，要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依法办事的能力和

公共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并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做出努力，把学生培

养为具备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优秀行政管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