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7324969

10位ISBN编号：750732496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中央文献

作者：李小三

页数：4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全方位、深层次地梳理和勾勒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放时期形成的一整套精神传统，科学解读和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产生的背景、成因、来源，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与世界主要民族、政党精神的宏观比照，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整体解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度“失落”与
认识误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意义，新世纪如何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统，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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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精神概论一、精神与物质的关系1．精神决定于物质2．精神对客观物质具有反作用3．对两
种认识误区的反思二、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1．精神力量的根源2．精神力量的内涵3．精神力量的
特点4．精神力量的开发三、世界多元的民族精神1．西方文化精神的源流2．当代西方主要民族精神解
析3．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4．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精神丰碑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来源与传
承1．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思想来源2．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3．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来源的理性分析
五、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信仰1．信仰的含义2．信仰是精神的灵魂3．信仰是精神的动力4．信仰是精神
的支柱5．在坚定信仰中保持先进性第二章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一、中国几千年民族精神的沉淀1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2．贫贱不移、威武不屈3．刚正不阿、为民请命4．清正廉明、一身正气5．改
革图新、锲而不舍6．鞠躬尽瘁、死而后已7．天下兴亡、匹夫有责8．舍生取义、杀身成仁9．爱国至
上、精忠报国10．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二、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1．虎门销烟张扬了中华国威2．
收复台湾、新疆的国之功臣3．为中华海战殉国的御侮英烈4．戊戌维新的重要贡献与精神影响5．晚清
宪政改革的失败与启示6．“中国人的光荣”——詹天佑7．献身共和的“国父”——孙中山8．一个伟
大的女性——宋庆龄9．中华民族之魂——鲁迅10．高扬“爱国”、“清贫”精神的英雄——方志敏11
．一大批爱国精英和民主人士的精神风釆三、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 千秋垂史的历史传统1．中华民族
精神的成因2．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3．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4．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性和重
要性5．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一、中国共产党
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链条1．创党精神2．北伐精神3．井冈山精神4．苏区精神5．长征精
神6．延安精神7．抗战精神8．西柏坡精神二、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传统1．独立
自主、艰苦创业的大庆精神2．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红旗渠精神3．坚忍不拔、团结协作的战胜自然
灾害精神4．热爱祖国、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5．鞠躬尽瘁、勤政为民的焦裕禄精神6．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精神创造1．中国改革开放精神的源
头——小岗精神2．天下第一村的精神宝典——华西精神3．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女排精神4．改革开
放的龙头——浦东精神5．“两个文明”建设的标杆——张家港精神6．人民公仆的高风亮节——孔繁
森精神7．军民干群团结的凯歌——九八抗洪精神8．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航天精神第四章 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的深层解构一、“丹青难写是精神”1．毛泽东谈“人是要有点精神的”2．邓小平谈共产
党人的革命精神3．江泽民谈精神支柱的重大作用4．胡锦涛谈弘扬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二、中国共产
党人丰富精神内涵的总概述1．彻底革命精神2．艰苦奋斗精神3．牺牲奉献精神4．实事求是精神5．自
力更生精神6．团结协作精神7．顾全大局精神8．改革创新精神9．廉洁自律精神10．和平发展精神三
、世纪沉思：精神的失落与误区1．“雷锋叔叔不见了”2．所谓“告别革命论”3．市场经济大潮中的
种种认识误区4．“信念危机”吗5．“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吗6．“落马”高官的忏悔与反思四、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意义1．弘扬共产党人精神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弘扬共产党人精
神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弘扬共产党人精神与保持党的先进性4．弘扬共产党人精神与提高党的
执政能力5．弘扬共产党人精神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五、在实践中发展和弘扬共产党人精神1．端正
认识，增强意识，解决认识问题2．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和机制，解决体制机制问题3．在实践中发展和
弘扬共产党人精神，解决实现的载体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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