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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刊视点

加强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本刊编辑部(1)’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第六讲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顾钰民(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七讲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

丁俊萍(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第八讲重点难点问题解析 =

秦宣(14)。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
吴育林(20)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大众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作用浅析 马福运(24)?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簪

思想解放、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 t

——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领先原则的成功实践 王树荫(28)，

道德与法研究 一

~‘

关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几个问题 罗国杰(36)t
，‘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i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研究报告(2006--2011) ：j

r。

张雷声龙晓菲邓春芝(40)“

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汪青松(50)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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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点招生方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议刍议 杨美新(55)

《形势与政策
＆

?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一个中国认同”问题解析 宋淑玉(58)

薹南海问题由来与中美关系 周鑫宇(61)

s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一体化团队建设的连接模式李梁(65)

垂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三个视野 李卫华(69)

≮ “问题情境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实施策略
。

暮 王洪新 于冰(73)

萋教学相关通俗读物辅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考 何孟飞(76)

《构建“基础”课教学体系应把握的五个关系 易 莉(79)

i。关于“基础”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探索与思考
写 张立兴鲁昕(82)

篓理论探讨

；|劳动神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
￡——兼论大学生浮躁之风的产生根源 鲁品越(85)

；关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思考 关进礼(89)

；高职高专之窗
：高职院校“基础”课考评难点及解决途径 王红梅(92)

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究 卢忠萍唐国平邓敏(95)

；社会工作方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效运用的思考

《拥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思考邹错≥警篙。黑
i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l学分制视域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构建 曹占东(106)

参影响高校辅导员与学生有效沟通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暴占光(110)

弘互联网环境下促进大学生成长发展的思考 陈俐(113)

靠学子论坛

；。试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若干重要原则 魏佳(116)

誉理论研究动态

i第五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论坛综述 韩柱张吉雄(120)

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综述

薯 胡卫红(123)

磊 “概论”课分教学指导委员会2011年工作会议综述 ‘王颖(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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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Integrated Analysis ofthe Key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ofChapter 6 ofResearch OB the theory andpractice q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u Yumin(4)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Key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of Chapter 7 of Research OB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DingJunping(9)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mc Key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of Chapter 8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practice of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一QinXuan(14)

Understanding the tntegrit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from the Angle of the

Proletariat and Human Emancipation⋯⋯⋯⋯⋯⋯⋯⋯⋯⋯⋯⋯⋯⋯_⋯⋯⋯⋯⋯⋯⋯⋯··Wu Yulin(20)

OntheFunctionofMassMediaintheProcessofPopularizingMarxism⋯⋯⋯⋯⋯⋯⋯⋯⋯“MaFayan(24)

Mind Emancipation，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Remolding Ideas

——-Successful Practice ofin Yah．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一t ra l⋯⋯⋯⋯⋯Wang Shuyin(28)

Several Problems On the Principle ofCollectivism⋯⋯⋯⋯⋯⋯⋯⋯⋯⋯⋯⋯⋯⋯⋯⋯⋯⋯’Luo Guojie(36)

Research Report Oil the Course ofMarxist Fundamentals(2006--201 1)

⋯⋯⋯⋯⋯⋯⋯⋯⋯⋯⋯⋯⋯⋯⋯⋯⋯⋯⋯⋯⋯⋯‘’Zhang Leisheng Long Xiaofei Deng Chanzhi(40)

On me Smification．Times Synchro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Wang Qingsong(50)

On mcNationalIdentityinTaiwaninMaYingjiu’SAdministration⋯⋯⋯⋯⋯⋯⋯⋯⋯⋯⋯SongShuyu(58)

On the Connection Patter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Team of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ofColleges⋯⋯⋯⋯⋯⋯⋯⋯⋯⋯⋯⋯··Li Liang(65)

The Dignity ofLabor：the Foundation of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A Concurrent Talk about the Root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ofImpetuous Atmosphere ofCollege Students

al J·O 4@qo⋯⋯⋯⋯⋯⋯⋯⋯⋯⋯⋯⋯⋯⋯⋯⋯⋯⋯⋯⋯⋯⋯⋯⋯⋯⋯⋯⋯⋯⋯⋯⋯⋯⋯··Lu Pinyne(85)

On the Intricacies of Reviews and nlcir Resolutions of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s ofLaw in HigherVocational Colleges⋯⋯⋯⋯⋯⋯⋯⋯⋯⋯⋯⋯⋯⋯⋯Wang Hongmei(92)

Summarization for 5th Forum ofJournal ofIdeological&Theoretical Education

⋯⋯⋯⋯⋯·，⋯⋯⋯⋯⋯⋯⋯⋯⋯⋯⋯⋯⋯⋯⋯⋯⋯⋯⋯⋯⋯⋯⋯⋯⋯Han Zhu Zhang Jinxiong(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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