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0059723

10位ISBN编号：7300059724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时间：人民大学

作者：许启贤 编

页数：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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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内容概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对外开放事业的广泛深入发展，以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神
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能否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和和平演变的危险，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
人，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
为此，系统地、科学地总结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阐述它的产生、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完
成上述历史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书籍目录

绪论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理
论的贡献第一章　五四提出的新课题：用什么思想来教育人民  第一节　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所
宣传的思想政治主张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政治主张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主张   
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主张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的情况    二、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
生的巨大作用第二章　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    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的活动    四、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五、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六、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
动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一大到五大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及有关措施    一、党的一大的有关论述    
二、党的二大的有关论述    三、党的三大的有关论述    四、党的四大的有关论述    五、党在五大前后
的有关论述  第三节　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党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    二、五卅运动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三、北伐战争时期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第四节　农民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    一、早期农民运动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二、大革命时期党
在农民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与农民运动中思想政治工
作的正确方向  第五节　党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一、党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
教育活动    二、党在北伐军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第六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国
情的分析第三章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
育    一、三湾改编，党的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
　《古田会议决议》：党的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创立    一、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及其来源  
 二、《古田会议决议》完善了我党独创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三、贯彻古田会议精神中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  第三节　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王明“左”倾错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
响    二、红军战略转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节　世界观、方法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与学习    一、世界观、方法论教育的提出    二、世界观、方法论教育的
任务    三、世界观、方法论教育的主要内容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党的抗日
主张的宣传教育    一、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二、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三、提
高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    四、树立持久战思想，坚定抗战信心  第二节　八路军、新四军的
思想政治教育    一、红军改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百团大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敌后抗日游
击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战略反攻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
育    一、延安与延安精神    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和干部教育    三、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和群
众教育    四、大生产运动及其精神副产品    五、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尊干爱兵教育  第四节　延安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一、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    二、延安马列学院的马列主
义理论教育    三、延安整风运动：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    四、论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修养   
五、学习革命典范，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六、利用反面教员，加强革命纪律性教育  第五节　知识分子
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二、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对思想
政治工作的总结    一、毛泽东提出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二、周恩来《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三
、张闻天《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    四、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五、毛泽东思想
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六、七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总结和发展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
育  第一节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有关时局和党
的方针的教育    二、围绕主旋律的其他教育活动  第二节　自卫战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教育    三、国统区的反内战宣传与爱国民主运动    四、解放
区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节　迎接革命新高潮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夺取全国胜利的宣传教育及土
改运动的发展    二、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    三、党的新区及城市政策教育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第
四节　战略决战和夺取全国胜利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战略决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宜将
胜勇追穷寇”    三、七届二中全会与“两个务必”的提出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教育第六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新中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巩固政权斗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清
匪反霸和解放大陆斗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土地改革
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　执政党的党风教育    一、端
正党风和工作作风的教育    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    三、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教育    四、抵制
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教育  第三节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进行国际主义教育    二、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四、开展敌军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节　党对知识
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文献    二、开展宣传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教育   
三、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五节　共青团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
育    二、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对青年进行“三好”的教育  第六节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力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
手工业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四、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五、《论十大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献    六、党的八大的召开第七章　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    一、提出用
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关于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三、
关于节约和勤俭建国的教育  第二节　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和“左”倾错误的出现及纠正    一、整风、
反右斗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大跃进”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反右倾”斗争的错误    四、
教育大革命    五、国民经济调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六、“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对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影响  第三节　学习雷锋运动    一、学习雷锋运动的掀起    二、抓住典型，向全国推广    三、
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    四、学习雷锋运动的时代意义    五、学习雷锋运动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第四
节　工农兵学哲学运动    一、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兴起    二、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发展过程    三、工
农兵学哲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第五节　毛泽东关于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    一、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思想
的提出    二、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基本内容    三、反对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第八章　“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    一、林彪“突出政
治”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引导到“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歧途    三、红卫
兵运动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    四、“革命大批判”的消极影响    五、对教育的直接破坏  第二节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强调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
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历史唯心论    二、纠正“左”倾错误，批判极左思潮    三、强调正确处理政治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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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    三、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    四、党的十三大召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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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三、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    四、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五、深入持久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六、切实增加精神文明建
设的投入，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  第三节　学习新时期英雄模范人物    一、学习“见义
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    二、学习“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    三、表彰韩素云、李
国安、徐虎等人的先进事迹第十一章　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
育  第一节　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及其意义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第二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一、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性和方针原则    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    四、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五、切实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第三节　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的召开    一、“四个如何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    二、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
要求  第四节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一、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二
、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三、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和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四、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法律支持、社会保障及其领导  第五节　开展“三讲”教育与改进党
的作风    一、“三讲”的提出    二、“三讲”教育的开展和收获    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
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基本内容    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重要意义  
第六节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一、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二、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三、在全面素质教育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重要地位  第七节　
’98抗洪与弘扬“抗洪精神”    一、1998年的洪水形势与抗洪斗争的展开    二、抗洪斗争中涌现出的
英雄人物    三、总结和弘扬“抗洪精神”  第八节　反邪教斗争与弘扬科学精神    一、“法轮功”邪教
的蔓延及社会危害    二、取缔“法轮功”，开展反邪教斗争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精神教育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节　党的十六大的召开    一、十六大召开    二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
二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二、《江泽民论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四、胡锦涛在“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五、高等学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开展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政治保证    一、胡锦涛视察西柏坡重提“两个务必”    二、在抗击“非典
”斗争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三、“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与弘扬“航天精神”    四、宣传思想工作“
三贴近”方针    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余论：着力探索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  一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提出和演变的规律  二、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规律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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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