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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重庆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育部 

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代码：030504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学位授予门类：法学 

修业年限：4年 

申请时间：2022年6月 

专业负责人：张邦辉 

联系电话：1390831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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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重庆大学 学校代码 10611 

邮政编码 400044 学校网址 http://www.cq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10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6390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6250 学校所在省市区 重庆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3135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 
2073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91.97%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建校时间 1929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32年 

曾用名 无 

学校简要历

史沿革 

（字数限制150

字） 

重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是“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

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学校创办

于1929年，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为拥有6个学院的国立综合性大学。2000年

5月，原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新

的重庆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

招、撤并情况

（字数限制300

字） 

2018年增设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医学工程4

个专业。2019年停招动画专业。2020年撤销财政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应用

心理学、材料物理、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地质工程、人力

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旅游管理10个专业。2020年增设化学、储能科学

与工程、智能感知工程、智能建造4个专业。2021年增设碳储科学与工程、智

能制造工程、智能采矿工程、临床医学4个专业。 

学校现有第二

学士学位专业

和2021年招生

数 

学校现有第二学士学位专业7个：国际经济与贸易、软件工程、工商管理、法

学、工程管理、行政管理、自动化。2021年未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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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30504T 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位 法学 修业年限 4年 

专业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专业类代码 0305 

门类 法学 门类代码 03 

所在院系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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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主要就业领域有:（1）教育科研单

位：主要在高校、科研院所、党校从事行政、宣传、辅导员等工

作，在中小学担任德育课程教师等；（2）党政机关：主要在教育

局，政策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党政机关，政府部门等机构就职，

从事政策研究、党务政务管理和理论宣传等工作；（3）企事业单

位：主要在政工、工会、宣传部等部门，从事党建、行政管理等工

作。（4）新闻出版机构：从事政治、时事方面的新闻工作，或从事

期刊杂志的编辑等工作。（5）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6）自主创

业：毕业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利用专业优势，创建教学辅导机构

等。 

人才需求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与建设，要求具备条件的学校统筹推进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

态工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

专业地位和功能发生新变化。当前亟需培养素养深厚、具有广博的

理论知识和综合全面的理论应用能力的专业性人才。 

（1）高学历人才缺口大。目前全国高等院校共计3012所，根据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要求，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按师生比1：350配备，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缺

口大。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建设速度加

快，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毕业深造的机会增多。 

（2）党政机关单位用人需求比例高。近两年，党政机关对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业人才需求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长，基层党建人才缺口

大。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基层党建工作者的需求会持续旺

盛。 

（3）教学单位需求。根据教育部要求，专职辅导员配备比为

1:200，伴随着扩招，各高校专职辅导员缺口大。同时，随着思政课

大中小学一体化建设，中小学均需要大量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懂

得教育教学规律的思政课教师。 

（4）社会各界对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需求紧缺。随着意识

形态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推进，当前社会各界对既有丰富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有党建、理论宣传等相关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人才需求紧缺，如国企、民企以及其他各类企业公司等。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2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0人 

预计就业人数 10人 

其中，教育科研单位 5人 

党政机关 3人 

企事业单位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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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统计类别 人数（人） 比例（%）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14 23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26 43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20 33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42 70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17 12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27 45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5:6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0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0 

 4.2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拟授课程 专职/兼职 专业技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陈飞 男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徐鲲 男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杨柠聪 男 科学社会主义 专职 讲师  博士 

科学社会主

义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 

周志永 男 中国近代史 专职 讲师  博士 
中国 

近现代史 

白冰 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专职 其他副高级 博士 
中国 

近现代史 

上官小红 女 世界近现代史 专职 讲师  博士 
中国 

近现代史 

江志宇 男 毛泽东思想概论 专职 副教授 硕士 
中国 

近现代史 

杨华 男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概论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张邦辉 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钟兴菊 女 社会学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社会学 

杨长福 男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 

李凯 男 政治学 专职 讲师  博士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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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红 男 法理学 专职 讲师  博士 法学 

张礼建 男 逻辑学 专职 教授 硕士 
马克思 

主义理论 

张德昭 男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导读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 

主义理论 

吕进 男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专职 教授 博士 
国外马克思

主义 

庞永红 女 伦理学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蒋荣 女 管理学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技术经济及

管理专业 

梁建春 男 教育心理学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基础心理学 

李扬 男 西方哲学史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胡晓芳 女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政治学理论 

丁从明 男 经济学说史 专职 教授 博士 经济学 

黄炎 男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专职 讲师  博士 政治学 

彭蓉 女 教育学概论 专职 讲师  博士 
思想政治教

育 

廖钰 女 国际关系 专职 讲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与

政策 

罗滌 女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

教育史 
专职 教授 硕士 教育学 

黄艳 女 中国古代史 专职 副教授 硕士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蒋楼 男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 专职 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杜俊华 男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专题研究 
专职 教授 博士 

中国 

近现代史 

石佳 女 中国哲学史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哲学 

陈群 女 当代科学技术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科学技术 

哲学 

袁新荣 女 当代资本主义 专职 讲师  博士 
科学技术 

哲学 

魏强 男 当代社会思潮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陈瀚谕 男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专职 讲师  博士 
政治与公共

行政学 

王超 男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前沿问题研究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 

王春兰 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

沿问题研究 
专职 教授 硕士 

马克思主义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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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彪 男 政党政治原理 专职 教授 博士 
中国近 

现代史 

谌祥勇 男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 
专职 讲师  博士 

国学 

（专门史） 

王小凤 女 
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

导读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杨代福 男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概论 
专职 教授 博士 行政管理 

温健琳 男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胡悟 男 教育技术应用研讨 专职 副教授 硕士 教育思想史 

李颖 女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 专职 副教授 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鄢显俊 男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专职 教授 博士 

科学社会主

义与国际共

运 

刘倩 女 
思想政治教育 

与新技术 
专职 讲师  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4.3.专业核心课程表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 32 2 陈飞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48 3 徐鲲 1 

科学社会主义 32 2 杨柠聪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2 2 杨长福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48 3 张邦辉 3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导

读 
32 2 张德昭 4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32 2 吕进 4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研

究 
32 2 杜俊华 5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32 2 鄢显俊 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2 2 陈瀚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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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张邦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院长 

拟承担

课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现在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12月，重庆大学环境资源与保护法学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142021“大学生经

济学素养培养模式研究”，第一主研，证书编号2017000398； 

2.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153008“大学生创

新素质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一主研，证书编

号2019000052 ； 

3.重庆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全面提升大学

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第三获奖人，证书

编号20170202024； 

4.重庆市高等学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建设规划教材《社会保

障》，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第四批“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第三批重庆市学术技

术带头人，重庆市“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名家名师” 。公

开发表论文50余篇 ，出版专著1部 ，作为主编、副主编出版教材3

本 ，作为负责人主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

询项目、重庆市重大决策招标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

大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 。 

获奖情况如下：1.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408060；

2.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奖二等奖CQFZ20150070；3.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二等奖2019年10月；4.四川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3-224-3。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1.6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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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杜俊华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

课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研究 现在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年12月，获得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2011年重庆市教改项目《新时期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创

新，2013年结项； 

2.2014年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课中青年骨干教师择优资助项目《新

时代高校中共党史教育创新研究》，2017年结项； 

3.重庆大学2022年教改项目《中国革命精神进课堂教学创新研

究》，正在研究中； 

4.2021年，本人所主持的重庆大学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获

得重庆市线下一流课程； 

5.作为主研人员之一，参与的课程研究成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获得重庆大学优秀教改成果二等奖；6.

发表教学改革论文6篇。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省部

级重大社科项目和一般项目10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

社等出版专著8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

研究、光明日报、人民论坛、历史教学、历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

表论文70余篇，获省部级奖励6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中国近现代纲要，学

时700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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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吕进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

课程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现在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9年6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8年6月，获

得西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逻辑哲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重庆市高等教育改革项目2项，主要研究慕课在思政课中的应

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等。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2009年获第五届金岳霖学术奖三等奖，2020年获重庆市第十届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1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学时288；批判性

思维导引，学时128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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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鄢显俊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

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现在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12月，获得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1.2020年7月，入选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重庆高校思政

课名师工作室”（第二批），主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实验”与高

校 “三全育人”协同创新。该工作室是重庆大学首个“思政课名师

工作室”； 

2.2019年10月应邀在“人民网公开课”频道开设“思政名师专栏”，

成为全国高校第十一位开设“思政名师专栏”的教师； 

3. 2019年8月14日，学术论文《“思政课教育实验”是探索思想政

治教育规律的科学方法》荣获重庆市教委2019年度“深化教育改革

研究，助推高质量发展”论文征集一等奖。全市参评论文496篇，

获奖论文110篇，其中一等奖20篇，二等奖40篇，三等奖50篇。本

人所获奖项系重庆大学唯一获奖论文； 

4. 2018年6月，教学成果《高校思政课教育实验研究》荣获“云南

大学第十八届教学成果二等奖”。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专著5部，发表

CSSCI期刊论文18篇，获奖情况如下： 

1.论文《试论IT产业在美国消息经济中的作用》（独撰），《世界

经济与政治（京）》，2005.7，获云南省第十次（2005年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从技术经济范式到信息技术范式——论

科技产业革命在技术经济范式形成及转型中的作用》（独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京），2004.12，获云南省第九次

（2004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信息资本与信息垄断—

—一种新视野里的资本主义》（独撰），《世界经济与政治

（京）》，2001.6，获云南省第七次（2001-2002年）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学时512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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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鲲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

课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2年12月，获得重庆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1项，主研高等教育学会项

目1项、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8项，入选重庆市高校

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荣获重庆市2021

年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优秀案例二等奖；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1

项，重庆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发表教学改革论文5篇，其中1

篇CSSCI期刊论文。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况 

    

已在《中国软科学》《改革》《科研管理》《农村经济》《经

济管理》《经济问题》《人民论坛》等 CSSCI 期刊发表专业学术

论文 23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及

其他省部级课题6项，荣获省部级奖5项，出版专著1部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5.3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中国近现代纲要，学

时205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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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77.49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74（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重庆市委宣传部与重庆大学共建重点马院专项经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9054.87 

实践教学基地（个） 2个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1.教学设施保障与规划  

按照学校规划，马克思主义学院将长期在重庆大学A区办学，学

校能够提供充足的教学场地，学院今后也会有更宽裕的教学场地

用于保障正常的教学活动。学院目前可用于本科教学的教室8个，

合计675平方米，并建有虚拟仿真思政课教学实验室，购买教学设

备的专项经费充裕，可优先保障本科专业学生培养。 

2.师资力量与教研室建设规划  

目前，学院专职教师60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26人，拥有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历史

学学科背景的博士42位，具备本科生专业化精细化培养的基本条

件。同时学院拟从现有师资中抽调至少2位教授和4位副教授，2位

讲师，并引进多位优秀人才，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研室支

持该专业的建设。 

3.资金支持  

学校按照相应标准划拨学生培养经费，学院也会多方筹资加强

该专业的建设。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台/件) 购入时间（年） 设备价值（千元） 

VR一体机 Piconeo3 10 2021 26370 

VR眼镜 PicoG2 4ks 5 2020 12370.05 

全景相机（小） Insta360 *2 2 2020 5396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教学软件 
软件 1 2021 2800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

学软件 
软件 1 2021 2800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

（软件） 
软件 1 2021 11200 

全景运动相机 Insta360 one X 1 2020 2499 

多媒体会议系统 NS-H3200W 1 2017 181700 

多媒体会议系统 DELL V3888 1 2021 31100 

功放 
IDCT DS-9702 

KB100 
3 2021 5100 

投影机 pt-x337c 1 2021 15000 

投影幕布 100寸 1 2021 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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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仪 VPL-EX575 8 2017 64000 

投影仪 
爱普生CB-

535W 
1 2020 6731 

投影仪 
NEC NP-

ME310XC 
1 2015 7185 

投影仪 VPL-EX433 1 2018 2900 

投影仪 松下PT-X337C 1 2021 4899 

投影仪 
松下PT-

BW410C 
1 2021 3329.1 

学习软件 软件 1 2021 30000 

图形工作站 I7 16G内存 1 2020 12770.01 

音箱 IDCT KBB11+ 3 2021 4800 

音响 
JBL 

CONTROL928 
2 2015 8075 

液晶电视 
海信 

LED55T1A 
3 2015 25644 

液晶彩色电视机 
LCD-

70MY5100A 
1 2018 7598 

液晶彩色电视机 
LCD-

70MY5100A 
1 2019 6588 

液晶显示器 AOC 27英寸 1 2020 2078.01 

数码摄像机 FDR-AXP55 5 2017 39250 

数码照相机 EOS M5 10 2017 70800 

全景相机 Insta360 Pro2 1 2020 31300 

摄录一体机 FDR-AXP55 1 2018 8200 

摄影灯 金贝150led灯 1 2020 4902 

数码摄像机 
索尼 FDRAX-

700 
1 2020 14454 

数码照相机 ILCE-7M2K 1 2018 11480 

电视机 
夏普LCD-

60DS7008A 
1 2017 5999 

高清数码摄像机 FDR-AXP55 1 2017 8200 

高清数码摄像机 FDR-AXP55 1 2017 8200 

激光电视 海信 88英寸 1 2020 19999 

幕布 红叶100英寸 1 2015 1730 

便携式计算机 
14英寸 16G内

存 
10 2020 6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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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概述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满足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人才的需求，重庆大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本科专业以“高起点、研究型、强素质”为建设原则，以建成国内一流本科专业为目标，以输送高

层次人才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教育教学和党政群单位及其其他企事业单位为基本使命，培养具

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 

二、标准学制 

四年 

三、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 

四、学科门类、专业类别、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1.学科门类：法学 

2.专业类别：马克思主义理论类 

3.专业名称：马克思主义理论 

4.专业代码：030504T 

五、专业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秉持重庆大学“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落实学校学科建设

思路“强化工科、夯实理科、振兴文科、繁荣社科、拓展医科、提升信科”中“振兴文科、繁荣社科”的要

求，以厚基础、重创新、强实践为指导原则，致力于培养具有“复兴民族，誓作前锋”重大精神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专门人才。 

学生毕业后，能够具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具备良好的科学精神和

人文素养，具备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和社会实践

能力；能够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原理和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行业精英、国家栋梁”。

能够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周边学科的初步科学研究工作，能够胜任中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教学工作，能够胜任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务工作（党群工作）等。 

（二）培养规格 

通过本专业系统化的学习，着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研究意识，训练学生的系统思维、

创新思维、转化思维，使之成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创新和研究能力、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教学和党政群（企事业单位）机关实务工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知识贡献： 

具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的基础上，能够结合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反思性学习、跨专业学习，从而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结构；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科研、教育、机关工作模式，能够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中特定部分巩固

和完善自身独特的知识结构。 

能力贡献： 

基础能力：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熟练运用至少一门外语阅读、交流相

关专业问题与信息，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熟练掌握大数据检索、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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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与写作规范；具备发现、分析普遍问题和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拥有团队合作的素

养、沟通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专业能力：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领域中宏

观问题的能力；具备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周边学科的初步科学研究工作（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胜

任中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胜任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务工作（党群工作）

的能力；具备熟练运用跨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新技术分析和解决现实普遍问题的能力；具备参与马

克思主义宣传普及与创造知识的能力。 

发展能力：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领域中微

观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反思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等。 

六、主干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七、核心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导读》、《思想政治教育

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 

八、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备注 

公共基础课程 

2 0 

思政类 

（2018版国标P58）因马克思

主义理论类专业的特殊性，各

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的相关课程纳入马

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课；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

想道德与法治4门思想政治理

论课用专业课替代，形势与政

策因其特殊性予以保留。 

1 3 

体育类 

体育从第二学期开始实行自选

项目，体育2年内需获得4学

分。 

0 2 军事 

0 8 

外语类 

英语实行分级教学（总共要求

≥8学分），每学期2学分，一

年级需获得4学分。 

6 0 数学类 

0 0 物理类 

0 0 生化类 

5 0 计算机类 

通识教育课程 6 2  

专业基础课程 44（704） 0  

专业课程 28（448） 20  

实践环节 12 8  

个性化模块 0 8  

必修学分总计：104   最低选修学分总计：51   毕业学分总计: 155 

备注 实践教学环节占比：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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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一览表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学

时 

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推

荐

学

期 

备注 

理论 
实验/实

践 

公共基础课程 

要求：  

必修课程 

NSE1100 国家安全教育 0 16    1  

MET11002 军事理论 2 36 36   1  

CST11023 计算思维导论 2 40 24 32  1  

CST11012 程序设计技术（基于Python） 3 64 32 64  2  

MT 形势与政策 2     1-8 课程集 

MATH1084

1 
高等数学IV-1 3 48 48   1  

MATH1084

2 
高等数学IV-2 3 48 48   2  

MT101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用专业课替代 

MT1020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用专业课替代 

MT204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用专业课替代 

MT203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用专业课替代 

PESS21001 大学体育核心素质课 1 32      

 小计 16       

选修课程 

MT00 四史课程集       用专业课替代 

EUS1 学业素养英语课程集1 2     1  

EUS1 学业素养英语课程集2 2     2  

EGP 英语拓展课程集 4     3-4  

PESS1 体育自选项目1 1     2  

PESS2 体育自选项目2 1     3  

PESS3 体育自选项目3 1     4  

 小计 11       

通识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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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读期间共计选修8学分 

HG00080 文明经典系列A 3 48    1  

HG00081 文明经典系列B 3 48    2  

GDC 通识教育课程 8     1-8 课程集 

 小计 14       

专业基础课程 

要求： 

必修课程 

MT10012 马克思主义哲学 2 32 32 陈飞  1 基础理论方阵 

MT1000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 48 48 徐鲲  2 基础理论方阵 

MT10004 法理学 2 32 32 杨天红  2 理论发展方阵 

MT10005 逻辑学 2 32 32 张礼建  1 基础理论方阵 

MT10003 毛泽东思想概论 2 32 32 江志宇  2 理论发展方阵 

MT10007 科学社会主义 2 32 32 杨柠聪  2 基础理论方阵 

MT10009 世界近现代史 2 32 32 
上官 

小红 
 2 历史方阵 

MT10008 中国近代史 2 32 32 周志永  2 历史方阵 

MT10010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概论 
2 32 32 杨华  3 理论发展方阵 

MT1001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 32 32 杨长福  3 基础理论方阵 

MT200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3 48 48 张邦辉  4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03 社会学 2 32 32 钟兴菊  4 现实与社会方阵 

MT20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 32 32 白冰  3 历史方阵 

MT20004 政治学 2 32 32 李凯  1 基础理论方阵 

MT20005 伦理学 2 32 32 庞永红  2 基础理论方阵 

MT20006 管理学 2 32 32 蒋荣  3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07 心理学 2 32 32 梁建春  3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09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导读 2 32 32 张德昭  3 基础理论方阵 

MT20010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2 32 32 吕进  5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11 西方哲学史 2 32 32 李扬  4 基础理论方阵 

 小计 42 672      

选修课程 

专业课程 

要求： 

选修课程按模块选择，在“研究”、“政工”、“政教”3个模块中选择2个，不低于20学分 

必修课程 

MT10006 中国古代史 2 32 32 黄艳  1 历史方阵 

MT20008 教育学概论 2 32 32 彭蓉  3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14 国际关系 2 32 32 廖钰  5 现实与社会方阵 

MT20012 西方政治思想史 2 32 32 胡晓芳  4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15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 2 32 32 蒋楼  3 历史方阵 

MT20013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32 32 黄炎  4 理论发展方阵 

MT20016 中国哲学史 2 32 32 石佳  4 历史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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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30001 经济学说史 2 32 32 丁从民  5 理论发展方阵 

MT30002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2 32 32 鄢显俊  5 理论发展方阵 

MT30003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研究 2 32 32 杜俊华  4 历史方阵 

MT30004 当代科学技术 2 32 32 陈群  5 现实与社会方阵 

MT30005 当代资本主义 2 32 32 袁新荣  5 现实与社会方阵 

MT30006 当代社会思潮 2 32 32 魏强  5 现实与社会方阵 

MT30007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 32 32 陈瀚谕  5 现实与社会方阵 

 小计 28 448      

选修课程 

MT30008 专业英语 2 32 32   6 能力素质方阵—研究 

MT30010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前沿问题研究 
2 32 32  王超 6 能力素质方阵—研究 

MT300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 2 48 16 32 王春兰 6 能力素质方阵—研究 

MT30012 政党政治原理 2 32 32  刘洪彪 6 能力素质方阵—研究 

MT30013 公文写作研讨 2 48 16 32  7 能力素质方阵—政工 

MT30015 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导读 2 32 32  王小凤 6 能力素质方阵—政工 

MT30016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概论 2 32 32  杨代福 6 能力素质方阵—政工 

MT30017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2 32 32  温健琳 6 
能力素质方阵—政工、

政教 

MT30018 教育技术应用研讨 2 48 16 32 胡悟 7 能力素质方阵—政教 

MT30019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 2 32 32  李颖 6 能力素质方阵—政教 

MT30020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2 32 32  罗滌 6 能力素质方阵—政教 

MT40001 学术论文写作研讨 2 48 16 32  7 能力素质方阵—研究 

MT40002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 48 16 32 谌祥勇 6 能力素质方阵—政工 

MT40003 
思想政治教育与新技术（或，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 
2 40 24 16 刘倩 6 

能力素质方阵—政教（括

号内为可替换课程名称） 

 小计 28 536 360 176    

实践环节 

要求： 

1.选修课程最低8学分 

2.依托专业实践教育（各类实习实践）、社会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活动等相关课程和培养环节，统筹安排劳动教育课内外时

间，累计总学时为8周。 

必修课程 

 毕业论文 8 
8

周 
   8 分散实践 

 国情调研 2 
2

周 
   

S1-

S2 

集中实践（学院组织，

S1组织1次、S2组织1

次） 

 游学1 1 
1

周 
   S2 

分散实践（导师组，其

他高校且其他文科专

业） 

 游学2 1 
1

周 
   S3 

分散实践（其他高校且

其他文科专业，有证明

材料） 

MET11001 军事技能 2 
3

周 
   1 集中实践 

 小计 14       

选修课程 

 机关工作实习 4 
4

周 
   7 

分散实践（按导师组分

散） 

 
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师及班主任工作实

习 
4 

4

周 
   7 

分散实践（按导师组分

散） 

 学术启蒙研学 4 
4

周 
   7 

分散实践（按导师组分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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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12       

劳动教育学时 

 机关工作技能实操 4 
4

周 
    

依托实践环节的选修课

程 

 教师技能实操 4 
4

周 
    

依托实践环节的选修课

程 

 科研技能实操 4 
4

周 
    

依托实践环节的选修课

程 

 小计 12       

个性化模块 

要求：在读期间至少修读8学分 

说明：其组成包含非限制选修课程、交叉课程、短期国际交流项目、创新实践环节、第二课堂等 

非限制选修课程：至少修读1门课程（编码为IDUE的课程） 

创新实践环节：至少获得2学分 

注： 

1.在课程名称后标注Ⅰ、Ⅱ、Ⅲ等，Ⅰ表示难度大、多学时的课程，Ⅱ次之；在课程名称后标注1、2、3等，表示分学期讲授的系

列课程。 

2.总学时=理论学时+实验学时 

学分=理论学时/16+实验学时/32 

3.前三年(四年制)/前四年（五年制）夏季短教学周（19-21周）的学期标识分别为S1、S2、S3/S1、S2、S3、S4。 

4.四年制/五年制的秋季学期、春季学期的长教学周（1-18周）的学期标识按照顺序从1～8/1～10依次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