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理论（0305）

一、学科简介

思政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专任教师 33人，

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20人，博士 16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3人。教师队伍结构

合理、年富力强，很多教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思政部非常重视学

术交流和科学研究，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前来讲学。近 5年，教

师共出版学术著作 16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

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摘录、转载；主持各类科研项目 40多项，其中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4项、省部级项目 20多项；获省部级奖励 10项、厅级奖励 10多
项。

二、培养目标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

当代现实问题，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和宽广的知识面，了解学科的发展前沿和

最新动态，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能够独立从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

科研与党政、群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基本理论及其形成和发展，把握马克思主义科

学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析现实社会各种社会思

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和相关问题

进行综合性研究。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历史、特点，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系统掌

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系。

3．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新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



手段和途径创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相关学科专业知识、方法、手段的关系，

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等。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围绕中国逐步走向近、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开展中国基本国情、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近代社会思潮和代表人物、近代中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

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四、培养年限与学分

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习年限为 2.5～3年。总学分要求 30～34学分，其中

课程学分 24～28学分，必修环节要求 6学分。

五、课程设置

总学分要求 30～34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24～28学分，必修环节要求 6学分。

学分分配如下表所示：

总学分 30～34 学分

课程学分
24～28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 7学分（外语 5学分，其中英语精读 3学分、英语听力

1学分、英语口语 1学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学分。）

专业学位课程 11～12学分（基础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及相

关的跨学科专业课）

非学位课程 6～8学分

跨专业或同等学力者，补修本科主干课 2～3门，不计学分

必修环节 6学分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1学分

创新创业 2 学分（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省级以上学

科竞赛获奖、校级创新基金项目结项、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在本学科

毕业要求发表论文基础上另外发表论文 1篇（要求被 SCI、EI收录或

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获得与本学科有关的发明专利（限前 5 名），

通过英语六级、雅思考试 6分、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注

册会计师证等国家级资格证、参与厅级以上项目（包含厅级，限前 5

名）、参编与本学科相关著作（撰写 3万字以上）等，每项 1学分）

学术报告 1学分（参加学术报告 10次）

发表论文 1学分

社会实践 1学分



课程设置、必修环节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跨专业或同等学力者，除完成课程计划中所规定课程外，还须补修两门以上

大学本科相应的主要课程，具体科目由导师确定。补修课程必须考核合格，只计

成绩不计学分。

六、学位论文

1．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①学位论文选题要求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学
位
课

9910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2 2 2 思政部

公共
必修

991003

第一外语（英）

英语精读 64 2 1 外语学院

991004 英语听力 32 1 1 外语学院

991005 英语口语 32 1 2 外语学院

0810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2 2 1 思政部

专业
必修

08100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32 2 1 思政部

08101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32 2 1 思政部

08101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32 2 2 思政部

081015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32 2 2 思政部

081007 政治学专题研究 32 2 2 思政部

非
学
位
课

99101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1 思政部 公共必修

991016 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6 1 2 研究生工
作部

创新创业

081006 伦理学专题研究 32 2 1 思政部

专业
选修

081013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 32 2 1 思政部

081008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评析 32 2 2 思政部

081009 社会发展问题专题研究 16 1 2 思政部

必修
环节

991091 开题报告 1 3

991092 发表论文 1

991093 学术活动（10次） 1 1-5 本人主讲
一次

991094 社会实践 1 3-4

991095 创新创业 2 1-6



学位论文应选择与本学科前沿领域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相

关课题，应当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有先进性与一定的创新性。论文

要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对涉及的科技问题进行

分析研究，并能够对某方面有独立见解。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年。

②学位论文规范性要求

硕士论文必须做到主题集中、鲜明；文章层次清晰，逻辑严谨；引用资料翔

实、可靠；基本观点正确，论证充分、有力；文笔流畅，书写格式规范。合理使

用引文，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引文

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

论是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文本，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

说明。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硕士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达到硕士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

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的掌握了

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

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提交开题报告时间至少为 12个月。

③学位论文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注重学术质量，反对粗

制滥造和低水平重复，力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学位论文要选题新颖、

概念清楚、论据充分；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依据，理论推导正确。论文

应有创新性成果，要求表达简练、通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图表

规范。学位论文应能够体现硕士生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

学风。

2．学位论文答辩要求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

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等学位

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应至少在本专业领域正式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1
篇核心期刊论文（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

或者在一般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含两篇）本专业领域学术论文，方能进行

毕业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的具体格式、开题报告、中期筛选、预答辩、答辩、学位申请等培

养环节执行学校相关规定。

七、参加编写人员

朱彧、李燕华、杨瑞勇、范小西、黄天弘、杨晓、张珍、马瑞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