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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是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
高等教育的大问题。
为此，党和国家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摆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一代的
健康成长。
2004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从培养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改进
宏观指导等方面下功夫，力争在几年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明显改善。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5年1月，中宣部、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作了
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全面部署。
2005年2月和3月，中宣部、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及其实施方案，对学科建设、课程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创新、教师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思路、
新举措。
　　为推进课程设置新方案实施，中央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作为工程的重点教材加强建设。
新教材为新课程体系的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为高质量实施新课程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十七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新
的教学内容被陆续纳入教材之中。
毫无疑问，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意义重大。
新方案课程门类整合力度之大、统编教材内容涵盖之广为历年少有。
如何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创新，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由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就成为
摆在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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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参考》写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定，是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掌握马克
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
高等教育的大问题。
为此，党和国家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摆在十
分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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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案例1 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案例2 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案例1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英雄风范案例2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落三起”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案例1 
邓小平的人格力量案例2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第四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案例1 抗凝冻好书记——
李彬案例2 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第五节 科学发展观案例1 牡丹江构建山清水秀和谐城市案例2 走在
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新“哈飞”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形成和发展案例1 “实事求是”的来源案例2“ 实事求是”碑的来历——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
成第二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案例1 科学史上的丑闻——水变油骗局案例2 1958年的“大跃
进第三节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案例1一鸣惊人——东北重型厂的成长案例2 东方之光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案例1 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国之命运案例2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案例1 抓文艺的根本问题案例2 纳开明绅士之谏第三节 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案例1 “进京赶考”案例2 白山黑水——江桥抗战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
造理论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案例1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案例2 哈尔滨“三
大动力”第二节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案例1 中国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黑龙江桦川县星
火集体农庄案例2 久盛不衰的中华老字号——同仁堂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案例1 回归：
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案例2 辉煌的成就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案例1 反“右派”斗争始末案例2 难忘的票证时代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案例1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案例2 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案例1 大庆油田的变化
案例2 英国崛起与科技创新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实际
案例1 中国经济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案例2 黑龙江省林业发展与芬兰、瑞典林业发展之比较第二
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案例1 中国私企保护的法制化历程案例2 迅速发展的中国
农村“草根文化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案例1 从毛泽东的“两步走”到邓小平的“三步
走”案例2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深圳的发展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第一节 改革开放是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案例1 小岗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案例2 告别田赋鼎第二节 坚定不移地推进
全面改革案例1 “中国股市第一人”杨百万的智慧人生案例2 “天下第一村”传奇第三节 毫不动摇地
坚持对外开放案例1 夕阳如何成朝阳案例2 如何“走出去”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案例1 阿城糖厂破产案案例2 “海啸”起处神话灭——如何看待席卷全球的
国际金融危机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案例1 探访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案例2 南存
辉和正泰集团的成长历程第三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案例1 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带来的活
力案例2 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含泪诉说第四节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案例1 21世纪我们还需要节约
吗案例2 “龙江第一村”——新农村建设的范例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案例1 “四个一”耐人寻味案例2 一枚“五合章第二节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案例1 民选村官告赢镇政府案例2 一份自荐人大代表的公开信第三节 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
发展民主政治案例1 余祥林案带给我们的思考案例2 民主的进步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
一节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案例1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案例2 经济政治的冲突抑或文明的冲突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案例1 传播党的理论是我的使命案例2 光之骄子——哈工大高级知
识分子马祖光第三节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案例1 我是导游，先救游客案例2 真正强
大的力量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案例1 打造
和谐“哈药案例2 一次性筷子的终结者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案例1 一个走进艾滋
病村的贫困大学生案例2 黑土地上的奇迹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案例1 无法抑制的思乡情——台湾老兵的故事案例2 “包机直航”的台前幕后第二节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案例1 台湾军购与台湾问题⋯⋯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第十四
章 中国特色这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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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
那么，农民工究竟该姓“农”还是姓“工”呢？
　　20多年来，农民工队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调查，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近60％。
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
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1.5亿左右。
对于农民工问题，党和国家一向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
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二是工作条件差，
缺乏社会保障；三是社会地位、文化需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农民工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
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生力军。
能否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化解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做好引导农村
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可以说，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宪法学专家韩大元说，全国人大在有关法律草案中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全国人
大代表名额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从农民工当选地方人大代表到在农民工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不断向高层
次推进”。
法学专家尹良培认为，让“农民工”堂堂正正、响响亮亮地走进国家权力机关，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农民工代表进入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农民工的声音将出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这标志着中国
社会正在不断进步，意味着我们的民意渠道正越来越宽广顺畅，这将不断推动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
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对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特另4是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认可。
30年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的当选，反映出党和政府
已肯定了他们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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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参考》是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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