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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对于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职责，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
程，是高校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正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才能使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践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然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因此也就呈现出深刻的
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精神动力的主要来源，就在于它始终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
践紧密结合，不断实现着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转变成为党和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
想武器。
因此，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坚持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立足于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
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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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对于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理论创新和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职责，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
程，是高校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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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资本论》的循环经济思想及其现实启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论青年伯恩施坦“疑问的”马克思主义观从
“三个新贡献”看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与实质党的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契合关系之分析中国国家利
益观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境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
变化的思考1978年以来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
再思考第二编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思想探析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回顾论社会公正、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研究与传播中的
两难对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还要用人道尺度衡量发展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再思考中
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从“双边”到“多边”——浅析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我国
与OECD国家R&D现状比较研究浅析改革开放中价值内涵认识的演化过程人格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审时须明史——谈历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儒家义利观与
大学生功利教育论思想政治教育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第三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论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性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需要做到“五个结合”浅议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改革的实效性重点讲授与指导学生自学相结合——怎样讲授《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德育功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的几点思考两种
途径两种解读——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的思考小议马克思主义教育形式的创新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以学生为本”实施路径研究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对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的思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学中的实践经验研究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多层面立体化实践教学模式探讨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交互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基本特征—
—关于构建高校和谐师生关系的思考商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考析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
新的思考学分制下高校学生综合测评制度的创新——以西华大学发展型学生评价制度为例高校建设学
习型党组织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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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体制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谢一彪认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在1931年2月前已由中
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但由于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局限于中国的部分地区，故未提交“一
苏大”讨论。
他指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华苏维埃宪法草案》的区别。
①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多数人是这样认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由人民自己制定的宪法，也是指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它明确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本质、任务、目的和组织形式，同时规定了工农劳动群众的各项基本权利
。
它是中国人民制订宪法的首次伟大尝试，对以后革命政权的立宪活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②近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宗教政策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⑨，是对中国
共产党的宗教认识和实践的一次肯定性的总结，结束了宗教政策长期边缘化的局面，标志着党的宗教
政策法律化和党早期宗教政策的真正形成。
④同时也有人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宗教政策还是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⑤　　改革开放以来，多数学者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制进行了阐述。
刘受初分别按司法机关、司法制度和主要法规三方面对中央苏区的法制建设进行了阐述。
⑥杨木生认为中央苏区时期的司法机关是适宜当时条件的，便于镇压反革命，打击根据地内的各种刑
事犯罪，保障人民权利，因此起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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