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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根本指针。
它为当代大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创造有价值的人生；继承爱国
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优良品质等；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入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发展动力，明确了基本途径。
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主线。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
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重要课程。
本著作基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研究型教学，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培育展
开质性研究，以新的教学理念和研究手段，从微观、从零距离直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
认识、认同、内化、外化、践行的生动转变过程。
这一研究，既充分体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基本内容及其要求，又高度契合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需要与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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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新的课程、新的教材、新的教学实施后，从学生视角所
作的研究。
说它是新的课程，是因为它是根据中央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精神由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
“法律基础”两门课程合并而成，这种合并使它具有了新质。
这种新质就是，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并依据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基
本规律，教育引导其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说它是新的教材，是因为它是集中全国该领域一流专家，数易其稿，并经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审阅，形
成现在由绪论、三个主题部分（共8章）和结束语等内容组成的体系。
这一教材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突出的创新性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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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想信念是人们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理想信念是理想和信念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但它绝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
，而是把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概念。
它同属于精神生活范畴，是指人们把一种对象视为最高价值，高度地信服和敬仰，并以之统摄自己的
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矢志不渝、自觉追求的精神状态，它体现了理想和信念的辩证统一
，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和集中体现。
理想和信念的辩证关系：信念与理想都是对未来的超前反映，超前反映的本质又在于对人所积累的经
验和对某种过程规律性的认识，使他们能预见未来，产生对未来的需要，从而形成主体行动的长久动
力。
理想是青年的指路明灯、精神支柱；信念是青年的力量源泉、智慧根基。
崇高的理想可以铸就坚定的信念，反之，坚定的信念可以促使一个人实现其伟大的理想。
正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指出：“理想和信念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理想是信念的根据和前提，信念则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证。
在很多情况下，理想亦是信念，信念亦是理想。
当理想作为信念时，它是指人们确信的一种观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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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质性研究报告，这一类型的研究非常看重研究者的心路历程。
按照这一惯例，我将利用后记的写作，来与读者交流我及我的团队的心路历程。
2006年秋季，我首次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新的课程教学任务后，对于这门课程的教
学效果到底会怎样，完全是没有一点底的。
而且在课程讲授培训班上，听到关于课程、教材的各种各样的议论，更加深了我对课程教学效果没有
把握的印象。
但由于1982年春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课程教学，多
年的实践与理论功底告诉我，现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名称与教材的内容结构是与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多年研究成果非常一致的。
基于此，我决意要为这门课程的教学、关于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评价、关于这门课程的效果，做点什么
。
做结构方程的量化研究是我的强项，在讲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时，我就根据课程进
度适时对两个任课班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进行了研究。
为了确保研究的效度，我让学生根据课程对理想信念的理解，用一段文字表述自己的理想信念。
然后将收到的文字组成理想信念调查问卷。
这样的方法真实地记录了同学们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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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培育质性研究》特点：课程教材是主打，教师讲授是关键，其他要素
是辅助，自我转化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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