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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望着窗外草地上泛出的新绿，望着鹅黄色的柳丝在和风中摇曳，我亲切感到，2005年的春天来了！
在春天里，自然界的万类生命，各各在夺取它的生存，以各种生动的颜色，装点着这个世界，使其显
出勃勃的气象。
在我78岁的生命里，尽管已看见过若干个冬日的离去和春天的到来，但今年的新春仍然使我微微地激
动。
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看着在晨光里匆匆走出住宅小区的人们，我想：标明着春天的又何止是
自然界的那些景色？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不也正像这眼前的春色？
我们古老的民族，正像参天的大树，在春天里伸展着自己的枝桠，吐出新芽，焕发着新的活力⋯⋯在
这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推出这一套《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研究丛书》丛
书，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志们为祖国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春天，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春天添上的一片新绿。
说起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理论教育），某些人会摇头，似乎这不是什么正经的事业，也没有多少真
正的学问。
但是，我们学院的同志们却正是在这个田野上耕耘着，严谨地做着学问的事业。
难道是我们的同志错了吗？
不，是那些摇头的人错了！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又在做着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业，因而不能没有主心骨和精神支
柱。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共产党的领导，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是我们的人民团结奋斗、
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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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打通性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层面系统探讨新
中国建立以来思想理论教育发展的历程。
这些不同的层面主要有：理论界和高校对思想理论教育的探索；各种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历史背景
对思想理论教育的影响；思想理论教育的探索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
工作，以及1997年以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内容和方式的
变革，也包括理论内容的探讨和课程建设、教材改革等。
本书所作的历史探索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握未来，从而推动“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本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清晰梳理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发展脉络、系统阐述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状况
的著作。
本书可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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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的形成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两课”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内涵第一章  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的奠基和蓬勃展开(1949年10月～1956年12月)　
一、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的初步展开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思想理论教育第二章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开创性探索(1957年1月～1966年4月)　一、开展思想理论教育的基础　二、整风
反右斗争中的社会主义教育　三、“大跃进”中的思想理论教育　四、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思想理论教
育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严重挫折(1966年5月～1976年10月)　一、“文化大革命
”初期的思想理论教育　二、纠正极“左”思潮，思想理论教育出现转机　三、“文化大革命”后期
的思想理论教育第四章  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理论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初步探索(1976年10月～1982年9月)　
一、思想理论教育的拨乱反正　二、揭开思想理论教育的新篇章　三、新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初步探
索第五章  全面改革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变革与发展(1982年9月～1989年6月)　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中的思想理论教育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理论教育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思
想理论教育　四、对思想理论教育的总结与反思第六章  改革发展新阶段思想理论教育的不断创
新(1989年6月～1998年7月)　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与思想理论教育　二、“南方谈话”与思想理论
教育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理论教育的积极探索　四、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
平理论与思想理论教育第七章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发展(1998年8月以来)  　一、
高校“两课”教育教学新方案的全面落实　二、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与思想理论教育　三、面向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理论教育　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思想理论教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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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规定
的方针、任务和原则，我国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
西斯主义的思想。
高等学校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治教育，开始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
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了爱国
主义、国际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方针的提曲建国初期，党的中心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国家面临着完成新民主
主义革命，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艰巨任务。
为了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新形势下的领
导力量、斗争对象以及依靠力量等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思想上能迅速跟上党的中心工作的转变。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为实现这一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9年9月21日至3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纲
领》。
《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以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的总原则，
是一部起着临时根本大法作用的宪法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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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史》与《思想理论教育原理新探》、《思想理论教育教学论》、《思想理论教
育热点问题探讨》一道，都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的建设内容
，被列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十五”“211工程”的科研项目之中。
编写这套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打通性研究，以此推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史》在研究中力图贯穿一个想法，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
一；思想理论教育内容与思想理论教育形式的统一；高校中大学生的思想理论教育与社会上其他群体
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统一。
由于是一种尝试，做得不够、做得不好、做得有漏洞，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予以批评。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样的尝试，能够推动学术界更好地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在理论上和
实践中真正发挥出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该书的写作分工如下：导论、第七章由张雷声撰写；第一、二、三章由李玉峰撰写；第四、五、六章
由郑吉伟撰写。
全书最后由张雷声统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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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思想理论教育史》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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