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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华思想政治教育论坛（2010-201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党史党建理论研究、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研究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四个方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进行了积极
探索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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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体论意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巨灾应变
　论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生成
　马克思历史主体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马克思的实践现象学态度
　以理论创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试析“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原因
　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核心价值观差异
第二编 党史党建理论研究
　“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高度凝练与理论升华
　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周刊引导青年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确定“科学发展观”理念的理论与实践渊源
　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论小康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评析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浅谈学习借鉴世界政党政治的优秀成果和经验教训，
　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关于新时期党引领网络民族主义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三编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富矿：大学生“军迷”
　论商科大学的通识教育
　朝鲜战争与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本质探析
　基于“公益”视角探索高校发展与创新
　打造千村调查品牌，发挥社会实践育人功能
　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评价标准，强化对思想道德建设的
　管理和监督
　发挥高校典礼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探析与实践
　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服务体系研究
　高校教师师德的内涵、层次及联系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策略
　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创新思考
第四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修养和专业水准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体现学术观、民主观和协作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几点思考
　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谈教学改革的深化
　概论课实现“两个转化”，关键在于解决好
　“讲什么”和“怎样讲”的问题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范式转变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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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范式
　改革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搭建网络教学平台，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实践教学思考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边缘化”问题研究
　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和建设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光华思想政治教育论坛2010-2011>>

章节摘录

　　分布必修型是指对学生必须修习的学科领域（一般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在各
领域至少应该修习的课程门数（或最低学分数）作出规定的通识教育课程计划。
在分布必修模式中，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一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一门课程既可作为本专业
学生的专业课程，又可作为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只不过具体要求不同而已。
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IT）要求每位大学生毕业前必须修足6门科学类课程，其中包括物理、化学、微
积分与生物；8门人文、艺术及社会科学类课程；2门选修和l门实验课程；另外，8门人文、艺术、社
会科学类课程中，必须有至少三门课程集中于其中某一类。
耶鲁大学要求学生毕业前选修主修专业以外至少12门课程，而且在“语言”、“人文”、“社会科学
”和“科学”这四类课程中，每类至少选三门课。
学生在毕业之前还必须精通一门外语。
分布必修模式与核心课程模式十分相似，它们都要求学生在预先划定好的若干学科区域内选修一定数
量的课程，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课程模式中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完全分离，属于两
套不同的体系，通识教育课程是为通识教育专门编写的，课程内容多以跨学科、综合性为主；而分布
必修模式中的通识教育借用专业教育课程而实施，不存在专门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和
专业教育课程内容一样，依照各学科的内在逻辑关系编写。
　　分布必修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在共性与个性、限制与自由之间找到较好的结合点，既能够使
大学实现自身的目的，又能够对学生的个性给予充分尊重。
这种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有较强的适应性。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学科处于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的状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不断产生
，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要适应学科的这种发展变化，分布必修模式是较好的选择。
因为新学科一经产生，就可以立即在相关院系中设置成课程，使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学科前沿。
　　在选择通识教育课程模式时，很难判断哪一种是最好的，每一种课程模式都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通识教育的理念或是知识观和学习观进行了诠释，在各自展现了其合理性的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缺陷。
而各个学校在将通识教育转化为具体课程的过程中，除了对课程理论的认识外，还要充分考虑到自身
办学目标以及办学条件等方面。
因此通识教育课程的实施过程远比上述的四种模式复杂得多，我们至今还找不到最好的通识教育课程
模式，但是可以选择较为合适的模式。
可能多种课程模式的并存本身就是贯彻和实施通识教育的最佳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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