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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8年1 1月，具有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体系，是集全校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3个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本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等任务于一身的教学科研单位。近年来，学院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新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合理统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相关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和发挥马克思

主义理论建设对全局工作的龙头地位和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管理4

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立足学科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传播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产生

了积极成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点于1 993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该专业最早获得硕士授权的学位点。2013年，学院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点～级学科授予权，成为新疆乃至

全国民族(地区)院校中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级学科博士点。201 O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级学科被评为自治

区级重点学科，201 7年3月，学院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与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以及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学科教学(思政)专业学位等硕士点，201 7年9月，思想政治教育(非师范)专

业本科实现首批招生。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已经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列，

整体实力居于自治区内领先水平，并且进入全国高校先进前列。

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学历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和一批在全国具

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学科现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和全国“四个一批”理论专家1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影响力人物1人、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1人、教育部首届“博士学术新人奖”获得者1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1人、自治区“四好”教师1人、

“自治区‘四个一批’理论专家”1人、自治区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负责人1人、自治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

带头人6人、自治区教学名师2人、国内知名的自治区“天山学者”教授5人，近年来共28人次荣获国家和省部
级以上表彰和奖励。

学院立足新疆特殊区情，教学科研紧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突出反分裂、反渗透研究的鲜明

学术特质和学科理论的现实运用，推动马克思主义存边疆民族地区的大众化与时代化，教学科研大胆创新，课
程建设精品迭出，影口向因子累积放大。 “十二五”以来，教学科研推出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学院共获得国家

级社科基金项目28项、省部级项目38项、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计划项目2项、在

CSSCf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3篇、出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疆发展研究”系列丛书20余部，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2项，在全疆同类学院排名第一。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或引用，7项咨询报告获中

央政治局等各级领导批示、采纳，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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