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第 1 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部编版高中思想政治课必修 1《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第四课第一框的教学内容。本课是全书落脚点。本课

从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出发，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

理论，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引导学生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承担新时代的

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学情分析】 

学生通过前三课的学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了

基本了解，归纳能力、分析能力、比较能力都比较突出。但

对我国新的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尚未理解通透，没有意识到

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很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一以贯之的具体事例。为了突破重点和难点，结合视频和

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引导学生深刻阐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的措施，

从而激发学生努力学习，锐意进取，做有时代担当的青年。 

【教学目标】 

必备知识：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 



关键能力：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生活

实际，理解并坚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核心素养】 

政治认同：通过了解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意义，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树立政治认同。 

科学精神：站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握我国社会的变

与不变，辩证认识时代机遇和挑战，树立改革创新、不畏困

难、勇往直前的科学精神。 

公共参与：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实现人生价值。 

【教学重点】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重大历史意义。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和基本国

情的不变及其关系。 

【教学难点】 

1. 理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变”与基本国情“不变”关系。 

2. 新时代如何一以贯之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学方法】议题式与互动式相结合 

【教学过程】 

一、 导入新课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伟

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观看视频谈感受。 

播放视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辉煌成就》。 

二、新课讲授 

总议题：怎样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分议题一：启航新时代，站准新方位 

议学情境一：结合图片、视频及生活实际谈谈对新时代

中“新”的认识。 

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作答 

教师活动：点评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形成较完整的答

案。 

教师总结：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①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伟大事业） 

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时代。（奋斗目标） 

③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奋斗目标） 

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时代。（奋斗目标） 

⑤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

贡献的时代。（国际地位） 

议学情境二：学生分享家乡变化，创设情境全方位理解



新时代意义。 

学生活动：进行课堂展示 

教师总结：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 

 ①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意义） 

②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政治意义） 

③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

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

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

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世界意义） 

分议题二：走进新时代，解决新矛盾 

议学情境三：结合视频谈谈—— 

1.人们对美好生活有哪些新期待? 

2.制约这些新期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请为他们实现新期待出谋划策? 

学生活动：观看视频，讨论回答 

教师活动：点评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形成较完整的答

案。 

教师总结： 



1．全视角认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的原因 

①社会需求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

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从要

吃饱到要吃好） 

②社会生产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

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 

③突出问题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3.怎样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 看准变的是什么：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2) 坚持两个没有变： 

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

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②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3) 记住三个牢牢： 

①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 

②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③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

的幸福线。 



(4)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而奋斗。 

分议题三：追梦新时代，担当新使命 

议学情境四：结合二十大报告内容，谈谈进入新时代应

该有何作为？ 

教师活动：点评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形成较完整的答

案。 

教师总结： 

1.坚持一以贯之的原因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继续。 

  所以，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2.怎样坚持一以贯之？ 

（1）共产党人要做到：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

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2）中国人民要做到： 

①每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需要



新时代劳动者的持续奋斗。 

②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

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

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广袤国土上继续书写十四亿多中国人

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三、结束新课 

我们不因胜利而骄傲，不因成就而懈怠，不因困难而退

缩，作为青年一代，在生活与学习中要敢于突破自我、勇于

改革创新，做有担当的青年，不断为新时代发展和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课堂小结 

本节课学习了新时代的科学内涵、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我

们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课后作业】 

必做题:画出本框的思维导图并完成课后习题。 

选做题:结合本节课知识，请同学们以“新时代”、“青

年”、“去奋斗”为关键词，写一篇演讲稿。 

 

 

 



【板书设计】 

第一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1.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一、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2.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1.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                         

二、新时代我国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原因 

     主要矛盾     3.如何解决主要矛盾 

             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关系 

                  

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1.坚持一以贯之的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一以贯之        2.怎样坚持一以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