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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
发[2004]16号）的历史性文件，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战略决策，中共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相继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
政[2005]5号）及其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等文件，科学制定了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和改革的“05”新方案，提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从“98”方案过渡到“05”方案的重大任务
。
我校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精神和战略部署，相继制定了《
云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新课程实施方案》和《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马列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新课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校新一轮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与改革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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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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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来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
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并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中，在不断吸
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能够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
的民族形式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并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特殊规律。
列宁、毛泽东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探索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建设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境界。
不可否认，“苏东剧变”以来，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但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并没有停止，而且更加活跃，这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来源。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掀起了
波澜壮阔的创新浪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呈现出一种崭新的理论面貌，对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的起步、发展与成就，其关键无疑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
际和时代发展的成功结合，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大繁荣与大发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揭开了关于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原理。
这场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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