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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已载人中国政治发展的史册。
作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心一环，无论在过去、在今天或未
来，它那无可替代的作用都是勿容置疑的。
曾几何时，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却多遭微词，其学科地位的确认和学术价值的定性，经历了
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不仅从政策和管理等方面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从人力、物力和财力诸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可以说，这门学科是在一个资源条件优越、思想阳光一充足、学术空气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之所以能出现空前未有的规模和良好的发展态势，这首先
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对思想政治教育
提出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迎难而上，在解决和回答一系列实践中提出
的新问题中创造了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获得了理论发
展创新的丰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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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二、论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三、本文的研究视角与
方法（一）研究视角（二）研究方法四、“以德治国”方略的本质界定（一）“以德治国”方略的含
义界定（二）“以德治国”方略的特点（三）现代“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关系第一章 道德在治国
中的价值分析一、道德的价值生成源于人自身的需要和社会需要（一）道德的工具性价值源于社会需
求（二）道德的目的性价值源于人的本质需求二、道德的价值实现离不开与法律的整合（一）整合的
必要性在于二者功能各异（二）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二者本质一致（三）整合的实现在于二者的互补三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地位分析（一）德治与法治须并举（二）法治是主导，德治是先导第二章 马
克思主义对德治的理论探讨和贡献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指导（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论指导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二）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治思想的理
论贡献（一）道德是社会生产方式没落或兴起的象征（二）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
的决裂（三）未来的社会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三、列宁对德治思想的理论贡献（一）肃清私有制以来
旧道德、旧习惯传统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二）科学社会主义意识需要灌输（三）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和培养一代新人（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员更应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四、毛泽东对德治思
想的理论贡献（一）无产阶级执政党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共产党人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
加强道德修养（三）用民主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章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第四章 国外德治思想与实践对以德治国的启迪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德治的实践探索第六章 以德治国
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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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张“德治”的思想学说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德治”同历史的“德治”是不同的。
因为它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相适应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然而，尽管如此，传统德治思想中有些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们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如孔子和儒家学派提出了比较系统、完备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他们强调道德的功能作用，主张用道德
教化人民，要求从政者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等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即“源”与“流”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生活实践是道德建设的“源”，传统道德是“流”而不是“源”，它根源于当时的经济基
础，维护封建宗法统治，所以有精华、有糟粕；有正面作用，也有反面影响。
　　面对这一道德遗产，既要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全盘吸收的机械照搬论，应采
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给予新的理解，赋予时代的内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着眼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着眼于
创新与发展，这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
道德建设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渐次发展，这是道德建设必须把握的一条规律。
尽管生产力并非直接地、立即地决定道德的发展，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道德革命
；道德的发展虽是一个曲折上升、波浪前进的过程，但从趋势上看，道德发展的轨迹是不断提升、不
断进步的。
“发展是硬道理”，道德发展也是这样，新道德高于旧道德，因此，以德治国既要继承传统德治精华
，吸收其他国家道德建设的经验，又必须尊重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着眼于长远发展进行建设与创新
。
实施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该有“破”有“立”，但需以“立”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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