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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魅力》

作者简介

渠长根，1964年生，河南确山人，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
持国家级精品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省级精品课程“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1998年，被评为省“优秀青年教师”；2002年，获学校“十佳优秀教师”称号；2007、2010年
，两度被学生公推为“我心目中的好老师”；2009年，被评为“教学名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近
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
等5部，被评为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151人才工程”成员，担任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
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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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当今青年大学生应该理性爱国 透过“湄公河惨案”
看当今青年大学生该如何理性爱国 透过中西传统节日社会文化背景差异看当代大学生爱国 大学生如
何理性爱国的调查分析 女当今青年大学生该如何理性爱国 不一样的“9O后”，不一样的理性爱国—
—参观萧山烈士陵园有感 爱国·理性·行动 从“药家鑫事件”谈大学生道德人格建设 从“留学潮”
和“海归潮”看爱国 当今青年大学生必须理性爱国 心桥连故土，大学生眼中的强拆事件 从抵制日货
看当代大学生的爱国行为 大学生如何从“愤青”到理性爱国 也谈当今青年大学生的理性爱国 理性爱
国之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增强爱国情感与坚持理性爱国的辩证统一 当今青年大学生该如何理性爱国 关
于大学生如何理性爱国的调研与探究 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容忍与自由精神及
其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后诸暨镇乡的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浙江 秋雨秋
风愁煞人——记烈士秋瑾救国创业的艰辛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杭
州桑蚕业的发展——桑庐之行的考察 追寻杭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足迹，我们在路上 日本侵略中国是
处心积虑且由来已久——读《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 简论网络歌曲的历史演化 杭州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关于大学生课外阅读行为的调查与反
思 从“小悦悦事件”观“冷漠”中国 经济学专业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形势研究 大学生择业观问卷调查
报告 小逻辑大智慧 关于杭州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调查 我国农村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及对策 用人单
位对大学生素质要求的调查与研究 创业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学生创业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分析 向前
——就现今社会的一些看法 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关于材料与纺织学院学生节约用电意识的调
查 浙江理工大学塑料袋浪费现象调查报告 关于在校大学生恋爱观的调研报告 关于大一新生的学习情
况调查报告 关于大学生成功观的调查报告 社会单位青睐的大学生类型的调查与研究 是谁欺骗了你的
善良？——揭起社会道德诚信病态的帷幕 拒绝冷漠、传递温暖——“小悦悦事件”的思考与道德重建
的深究 关于思政课网络辅助教育机制普及度的思考 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络辅助教育机制研究 后记

Page 3



《发现的魅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现今大学生爱国状况基本判断 面对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不断接受新潮流
、新思想的大学生也被激起了浓烈的爱国热情并采取了各种行动，一方面展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另一
方面汇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洪流中。从精神上说，大学生的爱国情怀高涨值得我们欣慰，但是，
好的出发点并不代表定会有优质的行动与完美的结局。虽说大学生朝气蓬勃，富有个性，思想活跃，
对人生价值、社会发展、国家命运等抱有巨大热情，这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好现象，但是，我们也无
法忽略：青年大学生群体正处在人生最精彩、最富有活力的年纪，容易冲动、容易片面和偏激地看待
问题、容易受鼓动、容易受挫折，也是其不容忽视的共性。动机的强烈与难以持久以及易走极端的现
象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因是理性的缺失。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干扰、破坏可能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
，有的大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促使其情绪失控，采取了激烈极端的手段，结果是过激的行为不但没有起
到任何的积极作用反而扰乱了国家的意志，自己也触犯了法律，损害了自己、他人乃至国家的形象和
利益。 对绝大部分大学生而言，其爱国表现也仅仅局限于具有爱国意识和情感，拥有爱国意识的大学
生却很少或者从不参与理性的、正确的、受到保护和支持的爱国行动。不得不承认，我们大学生的国
家集体荣辱观以及社会责任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和韧度。 绝大多数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拥有了一
定的爱国意识，但也不能排除其中个别极端成分的存在。这些人不但罔顾国家的利益，不支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缺乏爱国情怀，相反地，他们还会对政府组织、国家领导和社会管理产生蔑视与敌对的
心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熟视无睹。 二、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针对大学生
关注国家大事的渠道和方向，对各种时事的看法、态度或者应对方式等，我们从认识态度、应对方式
综合评价以及理性的程度等人手，设计了问卷。同时，我们还设计了自评的部分，力图把自评与他评
结合起来，以增进调查的真实性和⋯⋯ 识，甚至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 胡适认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可称为“国故”，但“国故”中又包含“国渣”与“国粹”。研究国
学，就是为了区分、理解“国渣”与“国粹”。 1919年年末，经过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之后，“
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试图对新思潮的目的、内容和意义作一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胡适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
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在这一纲领中，“整理国故”是
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在被称为“全盘”“彻底”反传统的新
文化运动的诸位先进思想者中，胡适却又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的确出人意料。但在胡适而言，
这却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
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认为，这种“评判
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
。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整理国故”，“就是
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
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胡适特别强调对古代的各家各派“都还他一个本
来面目”，“还他一个真价值”。所谓各家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主要是针对几千年“独尊
儒术”所形成的以三纲五常为体统的儒学教条，剥去其被视为“万古不易”的神圣之光，而对从前被
视为异端邪说因而不被重视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做一客观评价，阐发其中的合理因素。因此，胡适激烈
批评“保存国粹”的主张：“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
⋯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
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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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的魅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优秀成果撷英(2011)》旨在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和平台，检测
、消化并自觉运用课堂所学以及书本所含的知识、理论，增强动手能力和创新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实践教学，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05方案”的实施在加强规范化管理、多元呈现成果、
强化精神内化和思想引导等各个阶段，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另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利用所学思想政治理论动手动脑动心地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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