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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四篇：指导思想探索”、“学科建设思考”、“课程改革研究”、“基本理论探析”，对改
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历程及其经验、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一些理论问题、“05方案”实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新情况和新问
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本著述定名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研究》，是我近20年
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和发展问题思考和探索的一次阶段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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