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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刊视点

进一步推进划清“四个界限”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本刊编辑部(1)

导刊访谈

要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靳辉明教授 本刊记．者(4)

纪念“05方案”实施5周年

关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几点思考 陈占安(11)

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

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研读

田心铭(1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关于唯物史观原理总体把握的几点认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心得之一 张澍军(20)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和本质特征 李国兴(25)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把握的六个关键点 刘友忠(29)

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轨迹 韦加庆(34)

道德与法研究

“基础”课进行宪法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艾国(39)

万方数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 宋俭(44)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加强划清“四个界限”和六个“为什么”的教育研究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工作 本刊编辑部(49)

划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界限的几个问题

张乾元(52)

资本事义宪政的实质、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 汪亭友(58)

社会思潮研究

谈谈划清两种历史观的问题 梁柱(66)

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界限的几个问题 李方祥(7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向儒学价值观回归 李元峰陆信礼(80)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是一项系统工程 韩喜平(85)

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行动取向辨析 徐蓉(89)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激活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和职责 刘建军(94)

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王亚非杨直凡(98)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 韦国善(102)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特点与心理健康教育 张旭新(106)

个性化深度辅导的心理机制与工作模型 暴占光(109)

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培育探析 林莉(114)

新社会阶层思想行为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实证探析

吴惠王雷华(118)

构建社会实践教育体系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以深圳大学的社会实践探索为例 曾庆璋(121)

论点摘编

近期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研究 赵曜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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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LIGHTS

Draw the Line between Marxism and Anti-Marxism Consciousl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in Huiming．the Counselor ofOur Journal and the Academician of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y In—house Reporter(4)

Some Ideas of Improving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Zhan’an(1 1)

A General Idea ofMarxist Conception ofHistory(I)——Reading Chapter Four of Ludwig‘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gain⋯⋯⋯⋯⋯⋯⋯⋯⋯⋯⋯⋯⋯⋯⋯⋯⋯⋯⋯⋯⋯⋯⋯⋯⋯⋯”Tian Xinming(14)

Several Questions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itution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the Course of‘‘Cultivation of

Ethics and Fundamentals ofLaw'’⋯⋯⋯⋯⋯⋯⋯⋯⋯⋯⋯⋯⋯⋯⋯⋯⋯⋯⋯⋯⋯⋯⋯⋯⋯⋯⋯⋯⋯⋯⋯⋯⋯·Ai Guo(39)

Reflections on the Attribute of the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Basic Issue ofModem Chinese History

⋯⋯⋯⋯⋯⋯⋯⋯⋯⋯⋯⋯⋯⋯⋯⋯⋯⋯⋯⋯⋯⋯⋯⋯⋯⋯⋯⋯⋯⋯⋯⋯⋯⋯⋯⋯⋯⋯⋯⋯⋯⋯⋯⋯⋯⋯⋯⋯⋯⋯Song Jian(44)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and Privatization

and Unitary Public Ownership⋯⋯⋯⋯⋯⋯⋯⋯⋯⋯⋯⋯⋯⋯⋯⋯⋯⋯⋯⋯⋯⋯⋯⋯⋯⋯⋯⋯⋯⋯‘Zhang Qianyuan(52)

On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apitalism Constitutionality and Its Differences from Socialist Democracy

⋯⋯⋯⋯⋯⋯⋯⋯⋯⋯⋯⋯⋯⋯⋯⋯⋯⋯⋯⋯⋯⋯⋯⋯⋯⋯⋯⋯⋯⋯⋯⋯⋯⋯⋯⋯⋯⋯⋯⋯⋯⋯⋯⋯⋯⋯⋯·’Wang Tingyou(58)

On the Two Kind of Conception of History⋯⋯⋯⋯⋯⋯⋯⋯⋯⋯⋯⋯⋯⋯⋯⋯⋯⋯⋯⋯⋯⋯⋯⋯⋯⋯⋯⋯‘Liang Zhu(66)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Drawing the Line between Marxism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Thought

⋯⋯⋯⋯⋯⋯⋯⋯⋯⋯⋯⋯⋯⋯⋯⋯⋯⋯⋯⋯⋯⋯⋯⋯⋯⋯⋯⋯⋯⋯⋯⋯⋯⋯⋯⋯⋯⋯⋯⋯⋯⋯⋯⋯⋯⋯⋯⋯‘Li Fangxiang(73)

Socima Core Value System is not the Regression to Confucianism Value

⋯⋯⋯⋯⋯⋯⋯⋯⋯⋯⋯⋯⋯⋯⋯⋯⋯⋯⋯⋯⋯⋯⋯⋯⋯⋯⋯⋯⋯⋯⋯⋯⋯⋯⋯⋯⋯⋯⋯⋯⋯⋯⋯Li Yuanfeng Lu Xinli(80)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Action Ori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一Xu Rong(89)

Activating Ideas is all Important Fun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Liu Jianjus(94)

On the Cultivation ofthe Enterprise Basic Quality for College Students⋯⋯⋯⋯⋯⋯⋯⋯⋯⋯⋯⋯⋯⋯⋯Lin Li(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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