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II III II U II I II IIII II II
Q K 2 1 2 7 4 3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

呜等敖嘀蓝肛尉主办 202 1． 6

昆想理论教育导利

_

■．

_

■

、．_

■

■

●

_

)卜吣Q轧～3国厂Ds弋3＆～Q、曳吣Q～Q强～n＆～鼬

1■J

、．

■

j
■

L．

k孓吣Q式3n＆～b＆￡n§3Q3

万方数据



顾问 想理论教育导刊
‘按姓氏笔画排序’

Sixi以刀g Lil扰咒 Jiaoyu Daokan
马绍孟朱新均杨瑞森

沙健孙邵维正郑永廷

逢锦聚梅荣政靳诺碡纛，憨蠢鬃骥赣辩究
靳辉明 ，——

编委会主任

顾海良胡树祥

编委会副主任

王卫权刘书林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卫权王宏波王学俭

王树荫王顺生王炳林

邓显艾四林田宽勤

全华曲建武吕有志

任大奎刘书林孙蚌珠

纪亚光李辉李玉鸿

李松棵杨晓慧昊宏亮

吴潜涛何云庵余双好

辛向阳沈壮海张雷声

陈 勇 陈大文陈占安

陈旭东陈金龙陈锡喜

武东生郑传芳都立新

胡树祥柳礼泉钟明华

秦宣袁久红顾钰民

顾海良徐维凡高国希

黄蓉生阎志坚梁树发

蒋永穆蒋耘中韩宪洲

韩喜平满开宏

004论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张新 翟 宇

0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质量互变规律论析 裴植

囊蠢蔫翻麟辑謦每特舞社会警必思黎研究

018 “五个统一’，．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理性研究的理与路 王岩毛奕峰

028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发展 洪光东 王永贵

囊豳嚏塑麴鳖童叠塑羹
035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奋斗

044 百年大党的民族伟大复兴路

田克勤

陆 阳

张林

刘景泉

氇豳塑鬯童叠幽塞
050 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提炼与弘扬 王绍霞沈壮海

j

059科学把握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核心要素 杨旭

j鲎麴受墼隧
÷065 中国共产党党内表彰工作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陈松友 张来

07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教育方针确立的历史回顾
i膏

：——以对旧公立大学的接管和改造为例 李 晶

|{；；|：塑豳隧麴箧羹
j 078扎实深厚的科研能力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必备素质 郑又贤

田心，

万方数据



08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建设的思考

秦宣

090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三维路向

李大健

09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史教学叙事话语的建构 谢迪斌

囊穗馥治赣鬻雾辩麓

1 00 生动活泼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的着力点 胡树祥毛娜

105诠释“以学生为中心”的三重理论视角 赵秀娟张明志

思想政治工作秘究

11 0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有效协同论析 金昕

11 5 劳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育人路径研究

张璃姜威

120新时代增进民主党派政治认同的思考 余 力

掌予论坛

125 中国共产党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逻辑分析 于维力

1 3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执政理念探析 周璇

理论研究动态

1 37深入研究阐释建党百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

——第十六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综述 裴 哲

141 新时代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新探索

——兼评((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能力建设研究》 刘建军

期刊基本参数：CNll-4 062／G4·1 999$Mtl 6·I 4 4+Zh-P·I 5．00-7 5 0 0·2 3·2 02I一06

警呜HIGH等ER敫EDU嘀CATI蓝ON肛PRE永SS。北BEIJI京NG

2021年第6期(总第270期)

主编王编

王卫权

副主编

刘书林(常务》蒋旭东

编辑部主任

鲍莉炜

执行编辑

陈 娟

编辑熊滋熙沦裁裁辩q》黼
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耶昂|J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张褊

版式设计岳峥

目录英译代红凯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

都编100029

电话010．58581402

传真010．58556092

舔箱投稿sxlljydk@t 63．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0430号

本}n被(孙IK I中国期羊B垒交数据库收录，

作者如不同意请事先声明，

小额稿酬以寄送刊物的形式给付

万方数据



Leading Journal of Ideological＆Theoretical Education

(MONTHLY)

NO．6．202 1

Engels’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ral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_⋯⋯⋯⋯⋯⋯⋯·⋯⋯⋯⋯⋯⋯⋯⋯·。⋯⋯⋯⋯⋯⋯⋯⋯⋯⋯⋯ZhangXin ZhaiYu(4)

The Analysis of the Law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utual Chang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Pei Zhi(11)

“Five Unifications”：The Reasons and Ways to Deepen the Rational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New Era⋯⋯··⋯·⋯⋯⋯⋯·-⋯·⋯⋯⋯⋯⋯Wang Yan Mao Yifeng(18)

The Century of Struggl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of the CPC

⋯⋯⋯⋯。⋯⋯⋯⋯⋯⋯⋯⋯⋯····⋯⋯⋯⋯⋯⋯⋯···⋯-⋯⋯⋯⋯⋯⋯-_⋯⋯Tian Keqin Zhang Lin(35)

The Refinement and Promo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Wang Shaoxia Shen Zhuanghai‘50)

On Establish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Sysmm of“Stay True to the Party’S Founding Mission；

Stay True to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Its Mission Firmly in Mind”⋯⋯⋯⋯⋯Yang Xu‘59)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Inner-Party Commendation Work of the CPC

······_····································-·················································‘Chen Songyou Zhang Lai(65、

ASolid and Profou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s a Necessary Quality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in Colleges⋯⋯⋯⋯⋯⋯⋯⋯⋯⋯⋯⋯⋯⋯⋯⋯⋯⋯⋯⋯⋯⋯⋯⋯⋯⋯⋯⋯ZhengYouxian(78)

Thoughts o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braNewEra”⋯⋯⋯⋯·⋯⋯⋯⋯⋯⋯⋯⋯····⋯·⋯⋯⋯⋯⋯⋯⋯⋯⋯⋯⋯⋯⋯⋯⋯···-··QinXuan(84)

The Construction ofNarrative Discourse in CPC’S History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Xie Dibin(96)

On the Focus of the Lively Development of Online Patriotism Education⋯⋯⋯’Hu Shuxiang Mao Na(1 00)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Ideological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Jin Xin(110)

In—Depth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er Logic of the CPC’S Hundred Years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mmaⅣofthe 16th Forum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ei Zhe(137)

羹翻黼糕l麟糊麟溯麟醺黼 思想理谂教育导刊

万方数据



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成立

想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传承红色大别山精}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源自1956年成立的

马列主义教研室，1 985年创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是全国首批33所开办该专业的高校之一。2010

年1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是河南省

高校首家独立设置的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年入

选第二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年成为

河南省委宣传部与郑州大学共建单位。

学科体系完备。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博士点、硕士点以及科学技术哲学、中共党史、

国际关系等三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思想

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现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河

南省一流本科专业。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研究基
地4个。2021年5月，成立郑州大学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为扎实推进学科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教学成绩显著。探索并推广“课堂教学、专
家讲座、文化滋养、实践养成”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协同育人体系。开展河南红色文化实践研习，

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一体化”良性互动。

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课程1门，河南

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门，河南省一流本科课程

4门，获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
一等奖l项。学院教师先后获得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河南省教学技能大赛
(思政组)特等奖等荣誉。

科研成果丰硕。近5年来，学院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等19项，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7项，省部级项目40余项。在《马克思主义

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89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29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5人。有教育

部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1人，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人，河南省管高等院校省级高层次人才1人，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1人、推广计划1人，省级以上教学名师3人，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3人。

发展战略明确。以“七大计划”引领学院发展。在教学改革上叠加网络技术+理论阐释，全要素整合
驱动改革创新；在学科建设上打好组合拳，突出优势，做出特色；在科学研究上打造科研平台，主攻重大现实

问题和区域特色问题；在队伍建设上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推进激励考核制度创新；在专业培养上优化培养方

案，做实链接式人才培养模式；在社会服务上充分整合资源，推动多元立体服务；在党建引领上实现党建-T

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用高质量党建夯实基础，推动学院从“散点发展”到“整体提升”，实现集成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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