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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校德育与校园和谐》是由若干论文、课题调研报告、工作文稿汇编而成的文集。
文稿之间本来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但它们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
”。
在此主题的统领下，对全部文稿加以梳理，分成了六个大的题目，也就形成了六个板块，即：党的建
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创新人才；加强高校德育、
构建和谐校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本书由王爱华、杨文武编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校德育与校园和谐>>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党的建设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的政治保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辩证思考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思考
  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全面推进大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高校共青团工作
  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反腐倡廉的几点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的再认识
  高校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
  牢固树立“三个代表”思想信念
  与时俱进与理论创新
  关于高校共青团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
第二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的核心内容
  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
  解放思想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浅谈新时期的高校法治教育
  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吸引力的几点思考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
  对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思考
  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视野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探析
  论网络发展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西部高校贫困生就业难问题探析
  新时期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成因及对策
  以法治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浅谈当代大学生就业观
  关于大学生道德观的培养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多元取向与一元导向
  加强教师道德修养提高教师道德境界
  高校法律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科学发展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调查报告
第三篇  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的思想资源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道德建设应解决好继承和发展问题
  试论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关于道真仡佬族传统道德的调研报告
  试析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适应性与不适应性
第四篇  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的有效途径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先进文化视野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新时期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如何理解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新时期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校德育与校园和谐>>

  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第五篇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旨归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西部地方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把握科学发展内涵准确定位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查报告
  谈非智力因素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
第六篇  加强高校德育、构建和谐校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和谐文化构建和谐贵州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校园建设
  构建和谐文化，加快民族地区小康建设的进程
  建立社会和谐运行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试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理论问题
  注重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探析
  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及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校德育与校园和谐>>

章节摘录

　　第三，实事求是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是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
。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
中，必然存在不同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然而，在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创新发展出
具有本土特色，更适合本国实际的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国外是这样，国内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提出之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传播和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其中不乏成功的时候，但失败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王明，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忠实学生，但是却过于忠实，脱离了实际，未
能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
结合开辟了路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从实际出发，实事
求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总体指导，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
解决中国自己的事情，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当然，毛泽东晚年受自身以及外在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曾一度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使用马克
思主义，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毛泽东的革命功过进行了“三七开”的
评价，既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
果——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回避毛泽东晚期背离实事求是原则所犯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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