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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势时话一

1)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逻辑理路·科学理念·价值指向

⋯⋯⋯⋯⋯⋯⋯⋯⋯⋯⋯⋯⋯陈娱张晓彤

7)“中国之治”引领科技创新向善发展⋯⋯⋯⋯朱春艳

一学术动态奠

9)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进路⋯⋯⋯葛士新

13)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徐昕肠

孙 昊

李东沼

葛士华

张治河

■理论源流■

1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本源、科学内涵与实践创新

⋯⋯⋯⋯⋯⋯⋯⋯⋯⋯⋯⋯⋯⋯⋯⋯⋯⋯⋯⋯⋯李冬冬

21)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逻辑分析

⋯⋯⋯⋯⋯⋯⋯⋯⋯⋯⋯⋯⋯⋯⋯⋯⋯冯达成潘冬晓

衄宜鹂瓣

一立德铸魂■

24)新时代高校青年学生奋斗精神培育 ⋯⋯⋯⋯⋯⋯⋯曾献辉

29)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引力的价值与纾困之策

⋯⋯⋯⋯⋯⋯⋯⋯⋯⋯⋯⋯⋯⋯⋯⋯⋯汤定豪李敏

一课程建设霸

33)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于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进路

⋯⋯⋯⋯⋯⋯⋯⋯⋯⋯⋯⋯⋯⋯⋯⋯⋯李艳丰魏讳

36)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一体建设 ⋯⋯⋯⋯⋯张晓明 田茂农

●教育教学麓

40)共情力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困境突围

⋯⋯⋯⋯⋯⋯⋯⋯⋯⋯⋯⋯⋯⋯⋯⋯⋯赵少华刘格菁

44)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出场语境·表现形态·实践迸路

⋯⋯⋯⋯⋯⋯⋯⋯⋯⋯⋯⋯⋯⋯⋯⋯⋯⋯⋯⋯⋯苗露露

49)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内在逻辑审视

⋯⋯⋯⋯⋯⋯⋯⋯⋯⋯⋯⋯⋯⋯⋯⋯⋯⋯⋯⋯⋯杨振锐

一教学新视■

52)胡杨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理路分析⋯⋯⋯王小云 王婷婷

56)从物理境到心理场：高校思政课教学策略的转换

⋯⋯⋯⋯⋯⋯⋯⋯⋯⋯⋯⋯⋯⋯⋯⋯⋯丰大双 于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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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鼹霹黝
一话说资源一

60)新主旋律电影的价值旨归与教学运用策略

——以“我和我的”系列电影为例⋯⋯⋯⋯葛轶蒙 张亲霞

64)地域文化资源在大学生心理资本累积中的价值及运用

⋯⋯⋯⋯⋯⋯⋯⋯⋯⋯⋯⋯⋯⋯⋯⋯⋯叶柏森张力力

一文明观止一

68)树立中华民族历史观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常益敏

71)延安时期先进典型教育的基本内容与当代启示⋯⋯⋯刘 洋

7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重超越

——以人类解放为问题分析视角⋯⋯⋯⋯房振州 丁立群

』醛徽
一学科研修一

78)“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向 黎岳鹏

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分析⋯⋯⋯⋯⋯⋯⋯⋯王双同

一读书札记●

85)思政课教师何以学懂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蔡·心

89)三重视野下的“国家”再审思⋯⋯⋯⋯⋯⋯⋯⋯⋯⋯⋯李育林

一国际视野一

94)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李峥钰张九海

0俨臼。

一学术品读一

基于精准思政的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建构(李多萃)／仪式教育的德

育价值及其实现(聂 娇)／湖湘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价值与路

径(周金宗 张 坤)／论发挥思政教育在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

作用(李 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探讨(梁 云)／新时

代高校思政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探论(毛晓静)／职业院校课程思政

育人模式构建(林婷)

思政课课程建设

综合服务项目简介

一、课程建设

领会思政课课程建设顶层要求，

根据学校区域实际，整体规划思政课

课程目标，调整课程实施安排。

二、教学改蕈

助推合作院校更新教育理念、优

化教学方法，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整体推进学校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果。

三、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师德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素养、

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搭建思政课教师

先进管理体稍机制经验交流平台，根

据合作院校自身研究专长，提炼研究

课题和写作选题，优先约稿。

四、学术合作

在合作期内，合作院校可参与学

术研讨活动的策划和实施，研讨成果

优先刊登。针对合作院校课程建设特

色，组织举办学校课程建设经验推广

与成果展示专题会议。合作院校可享

受优先审稿、优先发表权利，可免费参

与我方举办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赢、成果推介

利用期刊彩封，展示合作院校思

政课领军人物、建设成果、先进经验等。
达成合作意向、签署合作协议后，

合作院校即可享有我刊常任理事单位

或理事单位荣誉(期限一年，自署名当

期开始计算)。

项目联系电话：029—85308534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以数字化方式复

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文。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

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

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

明处理。

☆所投本刊稿件，须为原创，遵守

学术规范，文责自负。

☆本刊自2022年1月1日起只

接收首阳云平台投稿，原投稿邮箱仅

供联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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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实践教学研讨

课外实践教学

教学技能大赛

郑州商学院是由豫籍著名教育家

王广亚博士为回馈桑梓、贡献家乡教育

事业，于2004年捐资创建的一所全日制

普通本科高校。郑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成立于2018年8月，前身是郑州商

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学院下设6个

教研室，现有教职工89人。拥有研究机

构“竹林精神研究中心”“新时代民办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研究中

心”，教学团队“新时代民办高校党建及

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研究团队”。

学院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神圣使命，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

新，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为核

心，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扎实有效推动马院高质量、内涵

式、特色发展，逐步形成“学校努力办好

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

极学好思政课”浓郁氛围。近年来，多次

荣获河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河南省

一流本科课程、河南省优秀思想政治工

作品牌、河南省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素质教育类)等省级荣誉；多名教师荣

获河南省优秀思政课教师、河南省教育

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文明教师、

河南省教学标兵等荣誉称号；多项教学

成果在河南省高校思政课“精彩案例”

“精彩微课”“防汛救灾和疫情防控主题

教学”评审和历届思政课教师“大练兵、

大比武、大展示”活动中获奖。

学院以高质量思政课程建设作为

特色项目进行重点部署和培育，通过探

索四级联动师资培养、五课联动课堂

创新、三位一体实践教学+全过程考核

评价、高精准广覆盖教学质量监控等

多维协同体系，有效推动思政课改革

创新，高质量服务青年大学生精神成

长，打造思政“金课”。在师资培养方

面，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以“六

个要”为准则，积极搭建平台、设置擂

台，为思政课教9币的成长保驾护航，形

成“教师发展中心一学院一教研室一教

学小组”四级联动培养培训体系，通过

借助外力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开

创思政课教师培养培训新局面，打造

了一支可信、可靠、可敬，乐为、敢为、

有为的思政铁军。在思政课改革方面，

以“八个相统一”为指引，积极推动课

堂革命，探索出有理论深度和实践温

度的“五课堂联动”教学模式。各课程

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各具特色的“读懂

中国拥抱世界”“课前十分钟”课堂实

践教学活动，激活学生主动参与教学

活动的学习兴趣点。在“大思政课”建

设方面，以“行走的思政课堂”为依托，

充分挖掘中原地区红色文化，打造精

品育人路线，把课堂由教室延伸到校

园，从教室转移至实地，探索出“课堂

同步实践”“第二课堂校园实践”“假期

综合实践”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探索的“四五三+”多维体系协同思政

课建设模式，先后得到学习强国、《河

南日报》、河南省教育厅官微平台的关

注和报道，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供稿：张紫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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