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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紧密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
，紧密结合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政治状态的新特点，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难题。
当前，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国际看，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金融危机凸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从国内看，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
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这种变化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带来一系列重大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实践证明，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加大对大学生关心的思
想热点、难点问题研究，进行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的阐释，引导大学生更好更深入地学习，是使教学
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较强的现实感和鲜明的针对性，提高教学实效性和课堂吸引力的有效途径。
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时代任务，是每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担负的历史责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被广大师生普遍关注但又难
以解答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现有的教材，还远远不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需要研究。
同时，实践在不断地发展，形势和政策在不断地变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科书，由于篇幅的限制
，不可能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热点、难点问题都加以深刻分析和解答，这也需要编写专门的解答
热点、难点问题的教学辅助材料来加以补充。
非常可喜的是，本书精选了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若干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努力集
中各方智慧，吸收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最新素材和大学生身边的鲜活事例来说
明深刻道理，对疑难问题予以深人的分析和解答，达到了理清思路、提高认识、解疑释惑、统一思想
的目的。
本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一个新成果，它的出版一定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与学起到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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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是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专项资助课
题和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07SJD710022）项目的研究成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选题直接来源于对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范围
涉及当前大学生必修的4门政治理论课，每门课精选30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的研究密切联系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课改的实践，密
切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同时，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内容简明扼要，又不失理论深度。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可以作为大学生学习4门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
的辅助读物，也可作为党政机关干部和一般读者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参考材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疑点难点热点问题解析>>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为什么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
害的根源？
[2]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3]如何认识太平天国这场农民战争？
[4]怎样看待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求富求强的努力？
[5]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是如何觉醒的？
[6]怎样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7]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有哪些变动？
[8]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9]什么是民主革命，说说新旧民主革命的不同特点？
[10]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局限？
[11]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12]为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
[13]简述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类型及代表人物[14]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15]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16]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17]“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渐加深，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分别作出的反应是
什么？
[18]评述1927—1937年中国的经济、外交[19]怎样全面评价延安整风运动？
[20]如何评价抗日战争期间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21]你了解南京大屠杀吗？
中日双方应怎样牢记历史，展望未来？
[22]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
[2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为什么会迅速崩溃？
[24]综述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土地政策的变化与实践[25]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
个中国之命运？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26]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两次国共合作的情况是怎样的？
[27]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8]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29]试析“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发生原因和教训[30]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
二部分  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1]大学生为什么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
？
[2]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是什么？
[4]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在学习、生活中如何用行动来诠释？
15]如何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
[6]大学生如何将爱国热情与理性行动相结合？
[7]如何正确评价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8]如何理解健康的含义，怎样协调自我身心关系？
[9]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10]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什么？
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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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现实生活中，诚实守信的人可能吃亏，而不诚实守信的人可能占便宜，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12]如何规范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13]大学生如何面对择业压力？
[14]如何看待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15]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对个人主义？
[16]有些人对见义勇为不屑一顾甚至冷嘲热讽，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17]如何看待爱情与人生？
[18]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挫折教育”？
[19]在社会生活交往中，大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20]如何理解“感恩”在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中的重要意义？
[21]大学生如何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
[22]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应从哪些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美德思想？
[23]中国传统美德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有什么重要意义？
[24]如何正确认识学法、守法和用法？
[25]“拾金不昧”也是一种法律义务吗？
[26]如何理解正当防卫的内涵与界限？
[27]如何理解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28]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
[29]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30]如何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1]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
[2]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及其现实意义？
[3]如何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4]为什么说唯心主义是错误的？
[5]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6]为什么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7]如何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8]认识的起点在哪里？
[9]“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对吗？
[10]认识的本质是什么？
[11]如何正确理解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关系？
[12]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13]如何理解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14]如何认识社会规律与人的选择之间的关系？
[15]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16]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7]如何正确理解暴力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8]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19]如何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20]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21]为什么说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22]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究竟处于什么阶段？
有哪些新变化？
[23]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原因[24]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
[25]我们如何看待“苏联模式”？
[26]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剥削现象？
[27]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什么？
[28]如何正确理解共产主义？
[29]共产主义社会能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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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是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
第四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1]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要保护民族工
商业？
[2]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
[3]如何理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重要意义？
[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对当代中国发展产生的影响？
[5]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是如何确立的？
[6]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什么？
[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8]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9]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10]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12]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与长期性？
[13]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4]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15]如何理解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6]为什么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7]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
[18]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兼容性？
[19]如何正确理解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
[20]为什么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1]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度和议会制度？
[22]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
[23]如何认识政治体制改革？
怎样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24]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5]什么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是什么？
[27]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是什么？
[28]和平崛起道路的内容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要走和平崛起道路？
[29]如何认识新兴社会阶层？
[30]为什么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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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这样
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
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
的，而且走通了；但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
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
一强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优越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
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事实，本身蕴含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
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就要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确定了的奋斗目标，并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当“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
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之所以要着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它已被看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另外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因为具备相当程度的可能性：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
些工业；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发展国营工业。
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增加。
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并且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
动生产力很低，不可能把中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虽然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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