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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
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
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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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现象的各个部分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道德活动是形成一定道德意识的基础，并能使已经形成的道德意识得以巩固、深化和提高。
道德意识一经形成，对人们的道德活动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
道德意识作为心理活动过程来看，这种心理活动自身就是道德活动的一个方面。
道德规范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活动和道德意识的基础上形成和概括的；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
范，又约束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集中地体现着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的统一。
　　道德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历史上发生的，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相联系
。
在人类生产和交往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在文化发展的一定水平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他们
所处的实际关系和条件，形成自己的善恶观念和情感，并逐步从价值意识的统一体中分化出表达道德
价值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它们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或价值观，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活动，并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在人
与人之间形成一定的道德关系。
道德关系就是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道德价值观，或者说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形
成的社会关系。
这就是所谓通过一定的思想意识而形成的“思想的社会关系。
”在这里，从产生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到形成道德关系，是一个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再从社会
意识到社会存在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从道德的个体发生上说，就是外在内化和内在外化的过程，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
道德观和道德规范集中反映着社会关系和人们的利益要求，表达着一定社会、阶级和个人的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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