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匡『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全
匡I

百
强
社
科
期

刊

⋯f|llI JJ|IfII||I|』JIf|II|lⅢ⋯Ⅲ㈣《Ⅲ0
Q K 2 1 0 8 l 2 3

吣
§
丸N。
蠢
奇
跫
弋
3
＆
■’q

≮
≈
吣
Q
●’q

据
N．
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

荡等敖嘀位肛彳土主办 202 1． 2

愿想理论教育导利

‘

．●

■■J

■

～．

孓吣Q式zrzn§h

b＆￡n＆3Q3

局校马克思主义理呛与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性刊物

全国高校思想理沦教育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n∽∽nI)来源期刊

夏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Ⅳ【I综合评价≯刊核心期刊

万方数据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StxiQng Lilun JiQoy饥Daokan

遨豳豳鬯幽匿
004 马克思在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和理智观点

俞良早

012《资本论》对认识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方法论价值

宋朝龙

豳豳圈豳豳阁豳豳豳豳鬯豳
019论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陆卫明 孙泽海

027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鲜明特征 张泽强

03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美好生活观的理论内涵及其科学品格

罗健

豳豳豳圈豳圈豳隧
040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形象 冯 刚

047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 蒯正明

鲤阌圈圈豳鳢豳豳豳圈豳豳幽蘑
055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科学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

和时代逻辑 任晓伟

062全面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深刻内涵 刘卓红

069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大平

豳隧豳豳圈
075 政治解决是从昌都战役到《十七条协议》一以贯之的主线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赵 磊

万方数据



082 从1949年防汛救灾的举措看中国共产党的灾害应对能力

石武英

豳豳豳
088 深刻认识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三重逻辑 刘晓哲 刘子成

093论发挥传统和现代节日的爱国主义涵育功能

曲建武张慧敏

毯壁
097 “爱国者治港”是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必须依循的根本原则

齐鹏飞

潮麟黼黼震
106 “四史”学习教育需要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 王宪明

112百年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 宋学勤

11 8 “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维审视

冯霞刘进龙

1 23“四史”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融入“纲要”课的路径探析王雪超

越豳豳豳鬯
1 28整体性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探析 李世黎刘乐乐

1 32新时代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四个维度

何玉海于志新

1 3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关键

李寒梅

塑豳豳
141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第十届全国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峰论坛综述

刘凤义马梦菲麓●麟鬻蘸蒸羹麓穗麓—耩黧瓣l瓣鬻i鬻囊攀

暂德怎骢§怪塞。i曼恚
2021年第2期(总第266期)

万方数据



Leading JournaI of_deoIogicaI&TheoretiCaI Education

(MONTHLy)

NO．2．202 1

MaⅨ’s Cautious Attitude and ReasonableⅥew on the Problem of Russia’s Crossing of the K0afting CaIlyon

⋯⋯⋯⋯⋯⋯⋯⋯⋯⋯⋯⋯⋯⋯⋯⋯⋯⋯⋯⋯⋯⋯⋯⋯⋯⋯⋯⋯⋯⋯⋯⋯⋯⋯⋯⋯⋯⋯Yu Liangzao(4)

The Metllodological Value of“Das K印ital”in Understanding吐1e Great D印ression of Wbstem Financial

C叩italism⋯⋯⋯⋯⋯⋯⋯⋯⋯⋯⋯⋯⋯⋯⋯⋯⋯⋯⋯⋯⋯⋯⋯⋯⋯⋯⋯⋯⋯⋯⋯⋯SongCha010ng(12)

0n Uph01ding and Maintainmg the Autllori够and Centralized，Unified Leadership of me Cen仃a1 Committee

⋯⋯⋯⋯⋯⋯⋯⋯⋯⋯⋯⋯⋯⋯⋯⋯⋯⋯⋯⋯⋯⋯⋯⋯’Lu Weirnjng SunZehai(19)

AnAnalysis ofthe Centennial TheoreticalImage ofthe CCP⋯⋯⋯⋯⋯⋯⋯⋯⋯⋯⋯⋯⋯⋯Feng Gang(40)

The Historical Logic，Theoretical Logic alld Era Logic 0fthe Scientific Constmction ofthe CCP’s Modemization

Ⅵew⋯⋯⋯⋯⋯⋯⋯⋯⋯⋯⋯⋯⋯⋯⋯⋯⋯⋯⋯⋯⋯⋯⋯⋯⋯⋯⋯⋯⋯⋯⋯⋯⋯⋯⋯RenXiaowei(55)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Co蛐otation of Socialist Modem CouIl仃y⋯⋯⋯⋯⋯⋯⋯·‘Liu Zhuohong(62)

HumanModemizationandFullyBuild aModem SocialistChina⋯⋯⋯⋯⋯⋯⋯⋯⋯⋯⋯⋯‘HuD印ing(69)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ple Logic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_‘Liu Xiaozhe Liu Zicheng(88)

“Patriots Goveming Hong Kong”is a Fulld姗ental Principle that Must be Follow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Democratic P01itical System⋯⋯⋯⋯⋯⋯⋯⋯⋯⋯⋯⋯⋯⋯⋯⋯⋯⋯⋯⋯⋯⋯⋯·‘Qi Pengfei(97)

What Kind of Historical Concep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Study and Education of the“Four History”

⋯⋯⋯⋯⋯⋯⋯⋯⋯⋯⋯⋯⋯⋯⋯⋯⋯⋯⋯⋯⋯⋯⋯⋯⋯⋯⋯⋯⋯⋯⋯⋯⋯⋯⋯‘Wang Xia衄：ling(106)

The Cente衄ial History of the CCP is the Core Content of“The 0utline of Chinese Modem History”Course

Teaclling⋯⋯⋯．．．⋯⋯⋯⋯⋯⋯⋯⋯⋯⋯⋯⋯⋯⋯⋯⋯⋯⋯⋯⋯⋯⋯⋯⋯⋯⋯⋯⋯⋯SongXueqin(112)

The Intemal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Four Histo巧”and the Path to Inco印orate It into the Course of“The

Outline ofChineseModemHisto巧”⋯⋯⋯⋯⋯⋯⋯⋯⋯⋯⋯⋯⋯⋯⋯⋯⋯⋯⋯⋯⋯W抽gXuechao(123)

Analysis of the Sense of Gain in Ide0109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I，i Shili I，iu I，e】e(】28)

万方数据



煮碧!豢棼攀鬻：鬻j攀秘i_≤§蠢二菇糍瞧-菇
e菘瓤。≯霉。一_iIj_’ ；『 j÷。i。o二§一蔓j～l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学院。

学院秉承“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精神和“胸怀家国、勤学敏

思”的院圳院风，已建设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理论宣传等重要阵地。

历史悠久，发展快速。1950年设立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室，

开创了新中国西北马克思主义教育先河；1 98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科

学系，在全国率先招收培养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的本科生；2004年更

名为政治与行政学院，200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年入选首

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年入选甘肃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

院，成为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学院。

学科齐全，专业一流。学院已形成本、硕、博、博士后流动站一体

化完整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

教育2个本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双

万计划”)、甘肃省高校特色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点、硕士

点涵盖所有二级学科，设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交叉学科，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现已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西北党史党建研究等特色学科方向。

师资优良，业务精湛。学院教师坚持“六要”，满怀家国情怀，坚

守西部教育阵地。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4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人，全国优秀教师2人，教育部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

标兵人物、影响力人物4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标兵1人、

教学能手2人，形成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科研丰硕，特色鲜明。学院设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研修基地、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

西北党史党建研究中心、甘肃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学院等18个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科研基地；入选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以来，承担国家级重大招标、重点项目、社科规划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教材、读本等40余部，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服务社会，示范引领。学院为全国培养和输送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已成为理论人才培养的摇篮和基地。发挥全

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优势，承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省内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党政干部、管理

人员等研修班；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发起西部马克思主义学院论坛，创建甘

肃马克思主义学院联盟，帮扶共建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13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引领西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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