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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两课”）在高等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神圣的使
命，对于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无疑，“两课”教育教学是成功的，多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不可否认，“两课”教育教学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两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还不够理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造成“两课”教育教学实效性不够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教学方面来看，主要是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对学生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学生不是对理论不感兴趣，而是对讲授理论的方式不满意。
所以，要增强“两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关键在于改进教育教学方式。
目前，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两课”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本书就是我们对于“两课”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尝试。
本书作为“两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的案例式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为“两课”教师提供
案例资料，所以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全国普通高校“两课”示范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本科本）的章节来安排和组织案例资料的，但在编写中也体现了我们关于“两课”教育教学
方式改革的一些想法。
例如，在案例资料的选择上，本书不仅选择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实际案例，也选择了与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不同的许多观点作为理论案例。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传统哲学、与其他哲学不断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把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观点与其他哲学的观点相比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分析批判其他哲学的观点，有
助于学生正确、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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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体系，结合教育部社政司组编的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两课” 示范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科本）的基本章节，选取了大量的经典案
例，并在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精彩点评的基础k，提出了教学活动建议；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的基本观点和命题列举了相关的哲学观点，供在教学活动中分析批判。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案例的丰富多彩，在每个专题列举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观点，特别是列举了
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正反对照，便于更加深刻、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是教学参考书，，主要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人员参考使用，对于一般喜欢哲学的读者
也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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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
间内，百分之百地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①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30年代初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的“左”倾错误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
地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
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
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同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随后，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
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
，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
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
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
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
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共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
，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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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策划应当主要归功于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雷编辑。
马雷同志首先提出了本书的选题，由编者提出体例、写出样稿，报高教社审查，获得通过。
经过八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张新峰编辑的认真负责令编者深受感动。
初稿完成后，责任编辑王婷同志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谨对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各位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中，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王琪萍、赵慧洁、檀芳、翟玮、刘海静等同
学做了部分案例资料搜集工作和一些文字处理工作，在此也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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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案例解析》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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