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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是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
高等教育的大问题。
为此，党和国家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摆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一代的
健康成长。
2004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
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功夫，力争在几年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明显改善。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5年1月，中宣部、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作了
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2005年2月和3月，中宣部、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及其实施方案，对学科建设、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创新、教师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思路、
新举措。
　　为推进课程设置新方案实施，中央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作为工程的重点教材加强建设。
新教材为新课程体系的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为高质量实施新课程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新
的教学内容被陆续纳入教材之中。
毫无疑问，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意义重大。
新方案课程门类整合力度之大、统编教材内容涵盖之广为历年少有。
如何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就成为
摆在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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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是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
高等教育的大问题。
为此，党和国家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摆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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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案例1 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案例2 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主义观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案例3 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之根三、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案例4 千年伟人马克思案例5 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案
例6 为马克思辩护四、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案例7 “两论”起家的由来案例8 当祖国需要时
案例9 从普通工人到政治局常委的跨越——李瑞环谈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案例10 哲学——全部科
学研究之母案例11 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魅力案例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走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案例1 从上帝创世、
盘古开天到星云假说——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案例2 王阳明观花与贝克莱论石头案例3 用“和谐世界”
理念改造世界案例4 哈大齐工业走廊概况案例5 镜中世界真的存在吗?科学家寻找神秘反物质案例6 从“
芝诺悖论”看运动的实质案例7 霍金自己推翻自己：对外公布黑洞研究新成果案例8 新时期铁人王启民
的路案例9 为大山披上新绿的植树模范马永顺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案例10 猫、老鼠、熊蜂、
三色堇——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案例11 沙尘暴：抵抗全球变暖的幕后英雄案例12 可怜的“茶杯案例13 
善待“敌人案例14 从精神接生术到发展观理论——辩证法历史发展的轨迹案例15 诡辩论与辩证法案
例16 否定辩证法是“瓦解的逻辑第三节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案例17 创建“百年油田”靠什么?案
例18 赢得“人机对战”胜利，哈工大机器人足球队称雄全国案例19 动物是如何“习得”的?案例20 大
脑记忆的分子基础案例21 日本人为什么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案例22 大庆石油会战是怎样打赢的——科学
理论与创业实践紧密结合的成功范例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第一节 认识的本质和规律案例1 天气
预报的由来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案例2 让黑土地成为现代农业的试验田案例3 开普勒的理论分析与第谷
的科学观察案例4 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案例5 抗击“非典案例6 改革开放因何取得巨大成就第二
节 真理与价值案例7 科学研究的几点启示案例8 “两个凡是”与“一个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案例9 真理不会因权势而改变案例10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第三节 认识与
实践的统案例11 踏上持久繁荣路——看大庆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案例12 铁人事迹、大庆精神案例13 新
的大兴安岭在崛起——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保护森林资源采访纪行（农村经济观察）案例14 中国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6条基本经验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
律案例1 文化软实力“硬”出水面案例2 整合黑土地放飞劳动力——记齐齐哈尔克山县西联乡案例3 张
秀林：村民致富的带头人案例4 龙江谋划新跨越——黑龙江建设“八大经济区”实施“十大工程”纪
实案例5 富锦市新型民主治村模式促进经济发展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案例6 哈大齐工业走廊：
展开腾飞的翅膀案例7 林权跋涉改革关案例8 超越月球案例9 时代重任看大庆案例10 电子支付：一场愈
演愈烈的交易革命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案例11 十年沧桑话安南案例12 农垦事业的奠
基人——王震案例13 哈工大人与小卫星案例14 刻在黑土地上的拓荒史诗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
本质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案例1 互联网为什么能赚钱案例2 文
本产业的增值方式案例3 电子货币——信用卡的产生及作用案例4 “铱星”陨落的启示第二节 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案例5 “不幸的皮尔”——对资本属性的认识案例6 流动“生”金吗?案例7 能有足够
的饭碗吗?案例8 不快乐的圣诞节——美国贫困阶层的真实生活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案例9 全球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节 从自由竞争资本
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案例1 市场资本的分割案例2 亿万富翁是怎样起家的?案例3 一度飙升的世界油价案
例4 法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案例5 美国经济失速与复苏的新变化案例6 西门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第二
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案例7 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案例8 肯德基在中国案例9 全球化中的受益者案
例10 海尔走进全球化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案例11 资本主义经济对封建制度的瓦解
作用案例12 西方青年文化运动背后的思考案例13 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案例14 经济发展中的国有化与
非国有化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案例1 马克思光辉的一生案例2 社
会主义革命两种基本方式的现实与可能案例3 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案例4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形式的可能
与必然第二节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案例5 先驱者的探索案例6 灰色的历史记忆案例7 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案例8 开创社会主义新境界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案例9 
北大荒的巨变与北大荒精神案例10 科学社会主义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案例11 列宁是怎样执行巴黎公社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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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案例12 不能只抓钻头、不抓人头案例13 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案例14 重庆打黑风暴第
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案例1 从《
乌托邦》到《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论证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案例2 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追寻共产主义事业案例3 中国的“大同”梦想与共产主义理
想——共产主义理想的再次论证第三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案
例4 先进人物与模范事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案例5 一位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诉求——记黑龙江大学
学生陈顺达和他的支教群体案例6 黑龙江大学何建章同学的感人事迹案例7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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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亚当·沙夫曾担任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科学院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后因宣传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被清除出党，一度被迫流亡国外。
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政权以及随之整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旗帜倒下后，他一再坚定地向世人
宣布：“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仅不追逐现在的时尚，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且完全相
反，我竭力反对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的观点”。
许多人对沙夫这样做大惑不解，认为他是个“不识时务的可笑的怪人”，并不断地追问他：“为什么
你在新的形势下还需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沙夫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己必须做出回答。
于是，他专门撰文回答了这一问题。
　　沙夫一生都反对凝固地、静止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不断
变化的和活生生的。
沙夫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主要依据是：理论观点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的概括；当现
实生活发生了变化，理论观点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在沙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中究竟有哪些理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呢？
在《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一文中，他主要提及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
证明是错误的。
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估计，对宗教信仰状况的估计等；二是
提出时就没有导向合乎逻辑的结论，在概念上不够准确或意义杂多。
如有关国家、民主等的理论。
在《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一文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丧失了
现实意义。
其一，关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今天形势发生了变化，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化的东西，而是以信息为形式的人们的思想，亦即
非物质化信息。
要想把非物质化的东西的私人占有性改革掉是非常困难的。
其二，关于国家消亡问题。
国家除了具有作为制裁人的暴力机构的职能之外，还担负着作为行政机构的职能。
其三，关于市场和计划经济问题。
以往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摈弃市场思想并提倡计划经济。
其四，关于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各项理论中最简单明了同时也是最模糊的一个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