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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6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科建设就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旋律。
近几年，从客观要求出发我们把学科发展的主要工作放在布点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学科点规模的扩大
。
但是，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是学科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学科建设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因此，在学科点建立以后，就必须集中力量注重学科的内涵建设。
　　学科建设的内容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是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
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内容，理论研究体现了学科建设的水平和成果。
离开了理论研究来谈学科建设，容易把学科建设抽象化，或者把学科建设变为难以把握的东西。
理论研究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把握的，并且能展现为具体的研究成果。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点来确定研究范围，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主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名副其实，而不应该只有其名而无其实。
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明确界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所属的各
二级学科的范围，或者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泛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
学等诸学科的理论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建设的范围，否
则，就可能既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也未必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建设。
　　二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坚持与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只有体现这个品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理论研究中要把握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就无从说起，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有
新的方法、新的内容，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老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
义理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没有反映实践发展的理论研究，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更不容易，做到二者的统一，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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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专著，选择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及实务
工作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或重新解读，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对象论、范畴论
、价值论、过程论、机制论、生态论、组织实施论、发展论等八个专题。
其中机制论、生态论和组织实施论等内容在以往的相关专著研究中少有涉及，我们对这些议题进行了
较新的探讨。
而对一些议题如对象论、过程论等，也力图作出新的阐释。

本书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诸专业领域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与实务人士参考
，也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诸专业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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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亲和动机是指人们害怕孤单，而愿意与他人在一起，表示亲热与合作共事的愿望，表现为
家庭内的父母兄妹、夫妻关系，在社会的朋友、邻里、同学、同事及其与许多社团组织的交往等。
至于亲和动机的强弱主要因个体所处的情境而定：人在痛苦的时候希望得到安慰；在困难的时候对亲
友愈加怀恋。
总之，人在焦虑的情境下就特别容易产生强烈的亲和动机。
 社会赞许动机。
社会赞许是社会和他人有意无意地给个体以正面的肯定评价的一种形式。
社会赞许动机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取得成绩，以得到别人或集体的社会赞许而获得心理满足的内在
动机。
就一般人来说，在社会交往中，期望他人或集体赞许自己及行为，这是人们的一种基本的社交动机（
人之常情）。
在社会生活中赞许别人，也需要别人的赞许。
人之所以需要赞许，是因为赞许代表了社会对自己的承认，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
社会赞许可以帮助人获得社会规范，确定价值观，帮助人适应社会，早日成熟。
 攻击一援助动机。
所谓攻击动机是指企图伤害他人或危害某种关系，引起侵犯行为的内在驱力。
攻击动机是力图伤害他人的心理、身体和财产等愿望，不涉及结果。
社交中诱发具体的攻击动机有两个原因：一是需要未满足；二是其他动机受阻。
依其攻击的目标可以分为使对象在身体和精神上痛苦的敌对型攻击动机和在攻击中获益的工具型攻击
动机。
 与攻击动机相对的是一种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援助动机，即指推动人去帮助他人或与他人协作的心
理动力。
根据援助动机的目标指向，它可以分为不求回报的利他型援助动机和以求将来酬赏或避免处罚的工具
型援助动机。
 第四，利益动机和社会责任动机。
值得关注的是，人们的政治动机还包括社会责任动机和利益动机。
一般认为，社会责任动机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谋取社会公正正义、厌
恶社会不良习气的某种内心追求以及甘愿为社会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某种敢于担当的心理动力
。
而利益动机就是指人们谋求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在内的心理动力。
一般来说，利益指人对周围世界一定对象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的外化和对象化的表现。
它是反映人的需要与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一定对象物两者之问关系的一种范畴，没有需要就无所谓利
益，人所具有的谋取利益的欲求正是与人具有满足需要的属性直接相关。
因此，需要是利益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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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诸专业领域和宣
传思想工作领域的学习者、研究者与实务人士参考，也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诸专业特别是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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