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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刊视点

加强研究，明辨理论是非，进一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本-T'J编辑部(1)

纪念“05方案”实施5周年

扎实干事锐意创新

——厂。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的特点、经验及启示

曾学龙高岳仑黄礼彬(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中闰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 黄蓉生姜华(9)

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 李建国(14)

陈云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以中围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为视角 宋学勤(20)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 龚书铎邱涛(27)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探析 王海军(3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可能性思考

陈锡喜(38)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词 沈壮海(44)

形势与政策

中fRl的海洋权益及其维护 何兰(48)

社会思潮研究

“儒家社会主义”评析 寇清杰(53)

万方数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正确认识和处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几个重大关系

燕爽(59)

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平台切实在大学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 张远新(64)

提高“概论”课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 卢少求(69)

背景透视教学法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与思考 黄艺羡(73)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当代社会思潮对高校学生影响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余双好(77)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有效性研究

崔小璐陈小琼(84)

加强大学生耻感教育的依据及其途径探析 杨峻岭任凤彩(90)

试论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苏海舟(93)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碉思潮 李红军(96)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的适应性发展

——兼论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吸纳 蔡应妹(101)

论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杨未(104)

当前高校校园网络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策研究

——以北京大学未名BBS和“人人网”为例 蒋广学(108)

：，浅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艺术人才成长的必要性吴小莲(113)

．． 大学生网络道德问题分析及教育的对策建议 张楠李航敏(116)

，理论研究动态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良性互动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第七次学科论坛述要
‘

戴艳军王嘉(119)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论坛综述 孙康(121)

在回顾与反思中推进理论创新

——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 郝清杰(123)

”论点摘编

近期关于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界限的研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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