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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心二理论教育导刊
Sixiang Lilun Jiaoyu Daokan

导刊视点

001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析疑难问题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本刊编辑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01 7 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论者 何腊生

022 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内涵 何增光

028论习近平幸福观的基本要义、特性及其对青年的启示

杨增岽袁凤娇

马克思耋义理论磷窕

034讲好鲜活的马克思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的体会 金筱萍

038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繁荣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马福运

042 马克思主义对“四个伟大”的指导作用 石 瑛

中国化马竞思主义研究

04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德法共治”的政治智慧

宁娜李毅弘

051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体差异性 刘明明

054试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思想的生成逻辑 刘丽莉

058试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基础、主要特征和重要价值

黄建军郭亚宁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066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李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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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071 加快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队伍的实现路径

刘先春葛英儒
077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新媒体素养的内涵、结构及其生成倪松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080 劳模精神在大学生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

作用及实践路径 李珂

084 革命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田旭明

089 深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论析 查方勇

理论探讨

09 3慎用“中产阶级”等概念 蔡万焕

099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理论还原和视域融合

许醴刘新跃

1 05 大数据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探析 陈丽荣 吴家庆

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11 0基于SPOC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翻转课堂”

教学效果的多维分析 吴九占 郭 宇

11 6创新考核评价模式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品质的

若干思考 陆向荣

1 2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问题导向式教学的

探索与思考 赵洁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 37 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引导路径分析
141 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效应研究

理论研究动态

徐礼堂

李元来

145 改革开放40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李楠 李源峰
1 51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80周年研究综述 刘学礼

1 57新媒体新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现状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精神“三进”教学展示及研讨会综述

李世黎徐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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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Journal of Ideological＆Theoretical Education

(MONTHLY)

N0．8．2018

The Three Log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Zhan Fengtao(4)

Three Inquiries on the Needs ofthe People’S Good Life⋯⋯⋯⋯⋯⋯⋯⋯⋯⋯⋯⋯⋯Wu Suyun Hu Lifa(8)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Vitalizing Rural Areas and Expand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Countryside

⋯⋯⋯⋯⋯⋯⋯⋯⋯⋯⋯⋯⋯⋯⋯⋯⋯⋯⋯⋯⋯⋯⋯⋯⋯⋯⋯⋯⋯⋯⋯⋯⋯⋯⋯’Dai Shuangxing(13)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Unified Theorist of Self．Revolution and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He Lasheng(17)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Its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 CPC’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He Zengguang(22)

On the Essential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i Jinping’S View of Happiness and Its

EnlightenmenttoYoungPeople’······················-·····-·-·········’······‘YangZengdong YuanFengjiao(28、

Talking about Vivid Marx and Spreading True Marxism：

The Reflection of Learn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ing the 200thAnniversary of Marx’S Birth”⋯⋯⋯⋯⋯⋯⋯’Jin Youping(34)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Historical Trend⋯⋯’Ma Fuyun(38)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Marxism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dvance”Four Greatnesses”

⋯⋯⋯⋯⋯⋯⋯⋯⋯⋯⋯⋯⋯⋯⋯⋯⋯⋯⋯⋯⋯⋯⋯⋯⋯⋯⋯⋯。⋯⋯⋯⋯·⋯⋯⋯⋯⋯·⋯Shi Ying(42)

The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CPC’S Carring out”Co—governance of Morality and Law”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Ning Na Li Yihong(46)

Upholding the View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Discussing，Building，Sharing Together⋯⋯⋯⋯‘Li Jingzhi(66)

Using the Concept of”Middle Class”Cautiously：

⋯．．．．．．⋯⋯⋯⋯⋯⋯．．．⋯⋯⋯⋯⋯．⋯⋯⋯⋯⋯⋯⋯⋯⋯⋯⋯⋯⋯⋯⋯⋯⋯⋯⋯⋯⋯．Cai Wanhuan(93)

Theoretical Reduction and Horizon Fusion of“Marxist Inculcation Theory”⋯⋯⋯‘Xu Li Liu Xinyue‘99)

The Clar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Shuqin Li Wenbo‘124)

2018年第8期／总第236期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万方数据



《开放发展研究》

作者：孙兰英李孟国屈婷著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4月

书号：978—7—04—049169—2

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

总主编

王炳材

孙兰英李孟国屈婷著

磊等教一耆t只弘

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经验的总结，又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

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集中反映了

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围绕新发展理念

开展深入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需要。基于以上认识和

思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

高校专家开展深入研究，编写了“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

本套丛书共5本，包括《创新发展研究》《协调发展研究》

《绿色发展研究》《开放发展研究》《共享发展研究》。

《开放发展研究》重点从开放发展新理念的思想渊

源、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拓展对外开放新体制、开放发展与

“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多个维度对开放发展的历史脉络、时代背景、丰富

内涵和实践探索展开论述，围绕开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立足时代背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梳理开

放发展新理念的历史脉络，解析开放发展新理念的实践探

索，明确开放发展的前进方向与重大意义，政治l生强、视野

宽广、理论价值高，是以理论指导实践的一本专著。

购书服务

请登录WWW．hep．corn．cn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点击首页底端“经销商名录”栏与本地经销商联系，也可点击左下端“高

教社网上书城”或“高等教育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了解和购买。

出版社咨询电话：010--58556241 010—5858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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