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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建设的利益分析》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
题的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与
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
与利益之关系的学理阐释、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解读、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认识
分歧的解决与唯物史观视域的导入、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
之关系发生的唯物史观审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
的发生逻辑、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理论一般、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论域的学理阐明、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型构、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一般规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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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独著《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效性研究》1部、合著《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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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利益论转向一 选题缘起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及述评三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四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
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五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问题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
关系的学理阐释第一节 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解读一 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认识分
歧的解决与唯物史观视域的导入二 唯物史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
利益之关系发生的唯物史观审视一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
之关系的发生逻辑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理论一般一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论域
的学理阐明二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实践型构三 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之关系的一般规定性第
二章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当代历史转变的利益逻辑第一节 从“革命叙事”到“利益叙事”转变的艰
辛探索一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变中的历史继承压力二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变中的经验借鉴
三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变中的曲折遭遇及其利益归因第二节 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的当代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一 思想政治教育新时期利益转向的宣言书二 思想政治教育新时期利益转向的原则
性三 思想政治教育新时期转变发展中的利益困扰第三节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当代发展面临的利益多元
化背景一 利益及其时代性因素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的导入二 利益多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当代发展第三章 利益观念多元化与主导性思想观念培育第一节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及
其层化分析一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释义二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层化分析第二节 思想政
治教育思想观念的利益多元化遭遇一 利益观念变化中的思想观念二 利益观念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思
想观念的影响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主导性及其生成一 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主导性及其构
成分析二 利益观念多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主导性的培育三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主导性思
想观念的现实路径第四章 利益活动多元化与主导性事件理念建构第五章 利益关系多元化与主导型社
会意识凝聚第六章 精神利益多元化与主导型社会价值观建设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建>>

章节摘录

　　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和稳定进步，对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成为一定社会经常性的政治实
践活动。
从历史的经验看，除了运用暴力、法律、制度等手段来进行利益关系的协调外，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人
类活动，通过教育来进行利益关系的协调，也是任何社会都没有放弃的途径。
到了有阶级的奴隶社会，阶级利益的出现，更多利益的呈现，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发展成了
带有阶级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①因而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阶级社会对人本身的形塑作用，不同阶级、集团、群体或个人及其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基点
和需要，利益关系形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相互交织的
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关系结构。
在此种情况下，不同阶级之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都需要协调，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
治和利益，凭借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要求任何利益的协调都要有利于其利益的实现、维护和
发展，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任何统治阶级总是通过教育或者政治影响来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和
政治意识，这是一般的思想道德教育或文化熏陶所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
织的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
　　为了把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保持在有利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秩序范围内，统治阶级利用统治
地位及其所掌握的国家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系统、有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使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利益要求，并缓和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就需要通过各种
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教
育和影响。
这种教育的后果，就是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所要求的利益观念和利益动机，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处理
各种利益关系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政治社会条件，构建利益关系处理的软环境。
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成了协调利益关系的软权力而为任何统治阶级和政治国家所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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