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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突出成就和宝贵经验，
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几十年的共同努力，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理论研究队伍，
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理体制机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近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教书育人又潜心治学，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努力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启示我们：一是必须始终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大力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努力在
学科建设、教材建设、教育教学等各个环节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这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不竭源泉。
三是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立足国情、
面向世界，以深入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实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
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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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主线
，总结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脉络和基本经验，阐述了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课程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
践、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征，针对高校改
革发展的新情况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新特点，探讨了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着力
解决的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等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坚持史论结合，行文简洁概括，富有时代感和针对性，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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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刚，全国青联委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
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长期从事党建、思想政治教育和高等
教育等相关领域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承担并主持完成多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研究项目，出版多部著述，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高等教育》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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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国初期，在改造旧学校、批判旧的教育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新格局。
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着重进行爱国主义和
国际主义教育、划清敌我界限的阶级观点教育，引导学生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
五反”等各项政治运动，树立与工农相结合、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转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高校全面开设了马列主
义理论课，加强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马列主义课程体系。
尽管这一时期也曾出现过混淆思想界限和简单化的偏向，或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但由于纠正及
时，思想政治教育得以顺利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发展，也有挫折。
由于党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轨道，1957年，系统的政治理论课被取消。
鉴于取消政治理论课后，高校学生不能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利于思想觉悟的提高，1961
年恢复了马列主义课。
后来，围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任务，
高等学校先后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双反”（反保守、反浪费）、“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反修
”学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外，以体力劳动代替全面的思想品德教育的教育改革、一哄而起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活动
、对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生搬硬套，都不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成长。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遭到破坏。
高等学校政工机构和队伍陷于瘫痪，各项学生管理制度被废止，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课被取消，思想
政治教育被“斗批改”代替。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
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学生“同十七年对着干”，1972年，刚
刚复课的政治理论课被“四人帮”篡改利用，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另外，“大批判开路”、“开门办学”的教育革命，用推荐方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学校所有专业
都办成“造走资派的反”的专业，要求学生成为“斗走资派的战士”等，扰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
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新生。
按照中央部署，全国高校相继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对教育战线开始了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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