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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为基本遵循，严格对应教材的逻辑结构和章节进行编写；紧紧围绕
教学目的组织素材，选择的案例力求具有问题性、思想导向性、典型性、真实性；案例内容包括案例
呈现、案例讨论、案例点评、教学建议四部分内容；案例文本语言力求准确、生动，通俗易懂，深入
浅出，篇幅限制在1000～3000字以内，并详细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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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回顾　案例九  英法核潜艇相撞的背后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案例一  资本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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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发展多样性中的“中国模式”　案例六  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　案例七  外国政要看中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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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出版的，现在许多人重新捧起《资本论》，证明了它的生命力。
《资本论》在当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发展观。
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规律是事物的内在必然性。
当代社会都有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发展规律，叙述这些规律是《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也正是科
学发展观，是当代社会发展应遵循的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
求，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丧钟。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
、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
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
盾。
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追究深层次原因依然是现实资本的生产过剩，因此《资本论》
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过时。
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其一，学习理论。
尽管金融危机重新“捧热”了《资本论》，但阅读《资本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曾提出劝告：“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
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
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一定要认真学习，掌握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
其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每一个组成部分里的每个原理、结论都是
相互贯通的，体现着一种整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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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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