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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经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评审批准向全国高校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经高等教育
出版社组织专家组评审列入“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选题项目，在原《中国共产党思
想政治工作史论》（1999年版）基础上修订出版的。
本书在绪论后，分十章，大体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初创和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发展和
严重挫折时期、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发展顺序，但又不完全受历史顺序的限
制，而是抓住重点开展专题研究，通过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的专题研究，试图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
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进行总结，以利于探索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最后在结语里对党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作了探索性的归纳和论述。
    本书主要作为研究生专题教学的教材，也可供高等学校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和各级党校及企事
业单位政工干部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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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革命思想　　（二）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制度化　　（三）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影响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南昌起义和
赣南“四整”，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初创　　（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开辟农村根据地，向军内外开展宣传教育　二、《古田会议决议》——思想政治教育第一
个纲领性文献　　（一）中央“九月来信”和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二）《古田会议
决议》的基本内容　　（三）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意义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
位的确立　　（一）红军政治工作的制度化　　（二）“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的提出　　
（三）红军反“围剿”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四、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红一方面军长
征的政治工作　　（二）红　二、四方面军长征的政治工作　　（三）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弘扬伟
大的“长征精神”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成熟　一、抗战开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
及其理论活动　　（一）抗日战略方针的宣传教育　　（二）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　　（三
）党内独立自主原则教育　　（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哲学基础的奠定　二、延安整风：一次普遍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因、条件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历程　　
（三）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　三、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　　（一）干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二）干部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三）干部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四）干部教育的
特点和经验　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系统化——《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报告”产生
的历史背景　　（二）“报告”的基本思想　　（三）“报告”精神在实践中的发展”第四章 解放战
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一、连队政治工作的“三把钥匙”　　（一）立功运动”　　（二）
团结互助运动　　（三）新式整军运动　二、解放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发动农民开
展土改运动　　（二）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支援前线　　（三）参军作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三、瓦解
敌军工作　　（一）瓦解敌军的方针办法　　（二）瓦解敌军的典型案例　　（三）教育改造国民党
被俘、起义部队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内教育　　（一）“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　　（二）政策
、纪律和理论教育　　（三）加强教育迎接执政考验第五章 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　一
、执政党党风建设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　　（一）建国初期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成功实践　　（二）党
的八大对党建和党内思想教育的初步总结　二、知识分子的改造与社会各界思想政治教育　　（一）
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及其得失　　（三）高校
、共青团和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围绕建国初期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一）
围绕巩固新生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围绕抗美援朝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思想
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　　（一）提出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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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三）关于勤俭节约和勤俭建国的教育第六
章 曲折前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探索　一、正确估计形势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前提　　（
一）反右派斗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　　（二）“三面红旗”的错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干扰　　（
三）阶级斗争扩大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坏　二、开展调查研究、发扬民主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
良作风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充分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　三
、榜样教育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　　（一）广泛开展学先进、树新风活动　　（二）发挥
榜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巨大作用　四、加强理论学习、繁荣文学艺术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途径-　　（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全党理论水平　　（二）繁荣文学艺术，以优秀
的作品鼓舞人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挫折与教训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导　　（一）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把握的失当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　　（三）对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处理失策误导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
破坏　　（一）宣扬唯心史观，篡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二）鼓吹“突出政治”，歪曲政
治与经济的关系，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基础　　（三）取消党的领导，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基础　　（四）“否定一切”、“革命大批判”引起了党内外思想混乱，使
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正确的方针与原则　　（五）大搞形式主义和“假、大、空”，降低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效性，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六）对教育的直接破坏，背离了教育事业的基
本目标，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教训
　　（一）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
）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科学的
内容和正确的方法”　　（三）必须避免把思想政治教育同经济工作和其他业务工作分割开来，使思
想政治教育具有坚实的价值基础　　（四）必须建立和完善良好的运行与监督机制，防止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错误倾向　　（五）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正确的方针原则　　（
六）必须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改善党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领导，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可靠的保障第八章 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发展　一、思
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　　（二）十一届三中
全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历史性转折　　（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解放思想指明了方向　　（四）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思想　二、在改革开放中努力开创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局面　　（一）各条战线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研究与学
科建设　　（三）思想政治战线的严峻考验与经验教训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及其意义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
论的基本内容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意义第九章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立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　一、邓小平理论及其伟大指导作用　　（一）邓小平理论及
其历史地位　　（二）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指导意义　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进程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一）抓好“三观”教育这个根本　　（二）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
仗　　（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四）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法轮功”邪教的斗争，倡导科学精
神　　（五）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三、“三讲”与党的干部教育　　（一）以整风精神深入开
展“三讲”教育　　（二）“三讲”教育的基本经验　四、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
治教育的新路子　　（一）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机制　　（二）在实施“科
技兴国”战略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　　（三）思想政治教育要确保军队“打得赢、不
变质”　　（四）加强社区思想政治工作，为推进城市现代化服务　　（五）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六）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第十
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学习及其意义　二、
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全面阐发　　（二）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三）大力推进未成年入思想遭德
建设　　（四）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开展保持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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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先进性教育　　（一）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三）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
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学习及其深远意义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结语 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一
）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们头脑的传统　　（二）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传统　　（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
展真理的传统　　（四）尊重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坚持群众路线的传统　　（五）党员和干部以
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的传统　　（六）全党动手，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传统　二、党的思想政治
教育优良传统的与时俱进　　（一）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的内在规定性　　（二）思
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的客观必然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必须
遵循的根本原则　　（四）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与时俱进”的着力点　　（五）思想政治教育优
良传统的“与时俱进”要落实在创新上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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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深入到劳苦群众
中开办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习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
的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明确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方针，各地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组织、教育
和发动群众，领导工人罢工和开展早期农民运动，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后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发动工农
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从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开始的。
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成立了秘密支部，他们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以苏联
红军为榜样，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改造旧军，创建新军，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保证
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为尔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
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一）&ldquo;五四&rdquo;前后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1．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从19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宣言》问世到20世
纪初五四运动发生的前夜，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不曾有真切的了解。
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武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封建王朝对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团结御侮的有力武器。
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改学西方，以为&ldquo;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
国&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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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研究生教学用书)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这门学科的专
题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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