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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人的精神生活》

内容概要

《重构人的精神生活》一书基于对精神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回答了什么是精神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
，多维度探索了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和发展规律，结合和谐社会建设中人的精神生活质量问
题的实践，通过对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文化、高科技发展等社会际遇下人
的精神生活质量突出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培育改革共识、增强全民法治和德治
观念、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主导与发展多样文化相结合、培育人与科技互动中的主体性、做高科技时代
真实存在的自我等应对措施，进而提出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总体对策研究，从目标、原则、方式、
路径几方面提出具体的思路。本专著立意高远，展望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发展的共同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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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小琴，法学博士，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思想政治教研部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
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4项，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近10项。出版专著1部，参著著作3
部，在《思想教育研究》、《理论与改革》、《贵州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等CSSCI、全国
中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所发论文曾被《新华文摘》、《光明日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思
想政治教育》多次转载。专著《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研究——小康社会进程中人的发展图景》荣获2013
年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论文《论精神生活发展的现
实处境及其超越》在2014年纪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三十周年全国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得论文类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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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和谐社会建设与人的精神家园建设
第一章精神生活的理解与确证
一、生活：理解精神生活的前提
二、精神：把握精神生活的关键
三、精神生活的概念与特性
（一）何为精神生活
（二）精神生活的特性
四、人的本质对精神生活的理论确证
（一）从实践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视角看人的本质
（二）人的本质生成的具体分析：人的精神生活的确证
（三）人的本质与人的精神生活
第二章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与发展规律
一、精神生活质量的内涵与特征
（一）精神生活质量的内涵
（二）精神生活质量的特征
二、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
（一）精神生活质量如何衡量
（二）精神生活质量衡量的主客观尺度
（三）精神生活质量衡量的质与量尺度
（四）精神生活质量衡量的综合尺度
（五）精神生活质量衡量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精神生活质量的发展规律
（一）精神生活发展的道路
（二）精神生活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精神生活质量发展的特殊规律
第三章社会改革变迁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社会公正问题的凸显与认识
（一）社会公正问题的凸显
（二）正确认识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二、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调适
（一）社会负面心态的出现
（二）社会负面心态的调适
三、在凝聚改革共识中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在比较改革开放前后30年变化中辩证认识人的精神生活发展
（二）在成就“中国梦”过程中凝聚改革共识，汇聚精神力量
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促进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精神生活发展的物质前提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张扬了人的自由个性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潜能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问题
（一）精神生活的物化和淡化
（二）私人领域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冲突
（三）道德失范与诚信缺失
三、有效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路径
（一）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
（二）建设精神生活资源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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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集体主义意识与精神
（四）增强全民法治和德治观念
第五章多元文化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当代多元文化发展格局及其时代特征
（一）当代多元文化发展格局
（二）当代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二、多元文化发展对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促进
（一）社会主义主导文化创新推进精神生活发展
（二）文化继承转化丰富精神生活内容
（三）文化交流借鉴拓展精神生活视野
（四）大众文化兴起创新精神生活方式
（五）网络文化扩展开辟精神生活新领域
三、多元文化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时代性课题
（一）文化多元发展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导向
（二）文化多元多样与个体文化选择
（三）价值观自觉与精神家园建设
四、多元文化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民族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宰制人的精神生活问题
（三）文化工业影响下的精神生活物化、庸俗化与异化问题
五、多元文化条件下提升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措施
（一）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主导与发展多样文化相结合
（二）探索建立多元文化自觉的新机制
（三）增强文化甄别能力和消费能力，提升精神生活主体价值
（四）加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第六章高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科学技术与人的本质关联
（一）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体现和必然的生存方式
（二）科学技术是人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统一性
二、高科技发展与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一）人的生存方式
（二）高科技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三、高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异化
（一）知识与道德的不平衡
（二）高人文精神的缺失
（三）理想与信仰虚无
（四）心理与情感危机
四、推进高科技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和谐互动
（一）培育人与科技互动中的主体性
（二）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相互补充与增进
（三）做高科技时代真实存在的自我
第七章和谐社会建设中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管理
一、精神生活质量管理的目标：从单向度的人到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二、精神生活质量管理的原则：自主性、全面性、包容性、长期性
三、精神生活质量管理的方式：自教自律
四、精神生活质量管理的路径
（一）树立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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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发展性的生活方式
（四）注重全面发展
（五）学会自我反思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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