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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Sixiang Lilun Jiaoyu Daokan

蒜秘撬煮

001 发挥主渠道作用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刊编辑部

叠奠鳖■■童奠■叠复婆避
004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幸福观的内在辩证关系 高翔莲罗 浩

008 习近平关于创新人才的重要论述及其实现路径徐侠侠鲁宽民

奠羹■童复誓鲎
012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本国情没有变的

辩证关系与现实意义 查芳灵黄伟力

羹■篓
016 “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及其政治影响

——兼论防范重大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风险 阚道远

022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与行动框架 卫灵

鳖羹生奠羹奠鲤
028 “六个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养提升 孙立军 刘爱军

034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想信念观的三个维度 朱丹

038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情怀素养 李学勇 林伯海

042论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六对关系 杨威

羹羹■簟■奠■鲤
048 浅议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的

有效路径 王菲菲

簇赣耥
052 关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再思考 匡长福

056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缺失的表现、

原因和应对 王红艳

061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理论缘起、主体内容与现实进路

许丽许苏明

065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境遇与应对策略 侯天佐

童■壁童鳖童丛避
069 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吴潜涛姜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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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冯秀军成晓红

079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全面提升高校立德树人水平

胡大平

084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研究 党锐锋

088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亟须解决的五个问题 刘同舫

094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五个着力点 倪培强 李晓曼

097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路径

张本青李红革

1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教学定位

刘家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 05直指人心是新时代主流思想话语创新的思维导向王哲王宏波

110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内涵、困境与应对 陈虹

114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教育的逻辑理路 陈九如张烊烊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18新时代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王海威王艳

123媒体融合视域下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段海超郑雨

127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心理疏导存在的误区及途径探析 刘 洋

i32提升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生活育人功能的四个维度 吴巧慧

I35运用微信开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模式创新探索 李洪涛吴其林

138 “大思政”格局下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崔戈

高职高专之窗

141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定力、功力和活力的思考

喻永均张新

146方法论意识导向的“概论”课教学研究与实践 高星李国兴

学子论坛

150新时代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策略研究 刘 萍

理论研究动态

154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使命担当

——第十二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论坛综述 梁曙光 解丽霞

158 《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评介 梅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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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Dialectical Relation ofXi Jinping’s View ofYouth's Happiness in the New Era

⋯⋯⋯⋯⋯⋯⋯⋯⋯⋯⋯⋯⋯⋯⋯⋯⋯⋯⋯⋯⋯⋯⋯⋯⋯⋯⋯⋯⋯⋯⋯⋯⋯+Gao Xianglian Luo Hao(4)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China's

Society and the Unchanged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Zha Fangling Huang Weili‘12)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Color Revolution”and Its Political Impact：And on the Prevention of Major

Political SecurityandIdeologicalRisks‘·····························································‘KanDaoyuan‘16)

“Six To-dos”and the Improvement ofTeachers’Literac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un Lijun LiuAijun(28、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ffective Path of Leading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rough Strengthen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New Era⋯⋯⋯⋯⋯⋯⋯⋯⋯⋯⋯⋯⋯⋯⋯⋯⋯⋯⋯⋯⋯⋯⋯⋯⋯⋯·Wang Feifei(48)

Rethinking on Adhering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Kuang Changfu(52)

The Manifestation，Reasons and Coping Strategy of the Deficiency of Marxism in Som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extbooks⋯⋯⋯⋯⋯⋯⋯⋯⋯⋯⋯⋯⋯⋯⋯⋯⋯⋯⋯⋯⋯⋯⋯⋯⋯⋯⋯⋯·’Wang Hongyan(56)

Insisting on the Unity ofValue and Knowledge to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Wu Qiantao Jiang Surong(69)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hould Adhere to the Unity of Indoctrination

andEnlightenment⋯⋯⋯⋯⋯⋯⋯⋯⋯⋯⋯⋯⋯⋯⋯⋯⋯⋯⋯⋯⋯⋯·‘Fengxiujun XianXiaohong(74、

Fiv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Liu Tongfang(88)

Pointing Directly to the Inner World of Human Beings is the Thinking Ori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the

MainstreamIdeology andDiscourseintheNewEra⋯⋯⋯⋯⋯·：⋯⋯⋯⋯⋯WangZheWangHongbo(105)

A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Ide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edia Fusion⋯⋯⋯⋯⋯⋯⋯⋯⋯⋯⋯⋯⋯⋯⋯⋯⋯⋯⋯⋯‘Duan Haichao Zheng Yu(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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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镁封二)

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任务，就是使青年学生在思想认识上形成对“四个自信”的高度认同。

顾海良教授作了《坚定“四个自信”与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主题报告。

海良教授援引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证资料，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刻阐释了我国探索“现代

和“主要矛盾”的源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坚定“四个自信”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与坚定“四个自信”的一

性等重要理论问题。顾海良教授的报告高屋建瓴、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为大会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月

个方面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来自北京大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6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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