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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举措，也是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功能的必由之路。
     作为安徽省省级教改示范专业，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系近几年来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
程体系、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就是这一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淮北煤炭师范学
院政法系多年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书籍目录

绪论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  第三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  思想政治
教育的历史与现代发展趋势  第一节  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
和发展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第二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现代思
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系统申的地位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建设申的作用  第三节  现代思想
政治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第三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第三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反对的几种
错误倾向第四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范畴  第一节  思想与行为  第二节  主体与客体  第三节  内
化与外化  第四节  教育与服务第五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体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  第三节  现代主体间性下的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第六章  现代思想
政治教育的规律和过程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体系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特征
及要素  第三节  现代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第四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阶段、环节和
运行第七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  第三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目标上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第八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則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第三节  现代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第九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点与影
响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第十章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与评估  第一节  现代思想政
治教育的领导  第二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  第三节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参考
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代发展趋势　　历史上各阶级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提出不
少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事求是地批判吸收历史上各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所具有的一切先
进和进步的思想，对于丰富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朱熹等为代表，欧洲历史上的思想家以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他们的学说中很多理论都是关于人的政治思想的形
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尽管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同以往社会各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本质区别，但是社
会发展规律中某种共性决定了它们是有一定联系的。
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批判地吸收以往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的积极成果和概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大力
发展现代公民教育。
　　第一节 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任何统治阶级都注重对人民思想
的统治，以达到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历史上这种思想统治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提出不少有益的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
　　一、奴隶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奴隶社会时期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中国，夏、商
、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的时期。
随着奴隶制的建立，夏朝的奴隶主已经开始利用宗教欺骗来向劳动人民论证其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
宗教的伪装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控制。
《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天命”；《论语·泰伯》说：禹“致孝乎鬼神”，说明夏朝已经借宗教
进行统治。
　　到了商朝，奴隶主阶级的宗教统治更加完善，把巫术和宗教结合起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欺骗宣
传是商朝奴隶主的主要政治统治手段。
商王朝的统治者，经常用天罚来恐吓奴隶和平民，以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
　　西周的奴隶主贵族继承了商朝宗教迷信关于上帝的思想，自称周得到上帝的保佑和支持，才灭掉
商王朝，商王朝不服从天命才失去天下的。
因此，西周的统治者提出“天命靡常”。
同时，在殷周时代，奴隶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还把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紧密联系起来对奴隶和平
民进行思想政治统治；对奴隶和平民灌输其统治的道德和宗教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道德和宗教相结合的奴隶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成为中国封建时期社会历代统治者的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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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
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鼓励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
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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