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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簿．袁．-攀璃窥：慝塞冀攀隧篱费
河海大学在1 91 5az创校之初(“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即确立“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的教育

旨趣。学校是全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校之一，校友张闻天是江苏及南京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河海大学
1 962年开办政治理论师资班，1 977年招收政治理论本科生，1 986年合作培养硕士生，1 993年获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

2005年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1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14年

招收博士留学生，201 6年获批江苏省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现有教职员148人，其中教9i：1：J42人，行政人员6人。专任教师中教授10人，副教授16人，讲师16人，博士生导师

7人，硕士生导师26人，教师中博士占81％。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获得者1人，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3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提名人物3人，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1人，宝钢优秀教师奖2人，教育部及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人，江

苏省级协同创新平台首席科学家3人，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2支，另有兼职教授1 1人，副

教授3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5人。

学院设有政治教育系、哲学系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中心，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所、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所、社区与社会建设研究所、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所、中国革命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文化与道德研究所、社

会思潮研究所、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所。此外，还有张闻天研究所、水文化研究所、社区研究中心等3个学校挂靠研究机

构。拥有江苏省公民道德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参与建设江苏省水安

全与水科学协同创新中心。

学院现有法学、哲学两大学科门类，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两个一级学科和部分政治学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是江苏省重点学科、河海大学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4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B+，全国并列

第24名，江苏省并列第2名。在近3年其他机构学科排名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均位居全国第1 3—18位、江苏省前3位。哲学

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校级重点培育学科。

学院坚持“专特通结合、马中西融汇”的学术理想，学科视野开阔，在研究领域上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研

读，努力发掘、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实践价值：聚焦精神生活领域，在意识形态、信念信仰、精神境界方面成果

显著；聚焦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资本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

论，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公共性等方面影响较大：聚焦“科学——技术一一社会”
关系现实，在科学技术哲学和工程伦理、生态伦理以及水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成果突出。教师中43％主持过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90％以上主持过省部级以上项目。近5年内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 5项、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入选《国

家哲学社科成果文库》1部，出版论著28部，发表CSSCI来源刊论文近400篇，40多篇被《新华文摘》或人大复印资料

等转载，获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1项，江苏省哲学社科成果奖6项。

学院拥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为江苏省特色专业，重点培养硕士、博士及博士

后等高层次人才。现已培养1200余名各层次全日制毕业生。接收博士后10余名，接收访问学者1 O余位。学院承担了全校

各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教学成果显著，教学研一体化“河海模式”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为报道。自成立至今，全院教师已获得校级以上各类教学奖项数十项。

近年来，学院积极开拓和发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成功举办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10余次。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开展各类人才培养与培训100余次，教师参与社会上各类学术讲座300余场。学院还积极推进水利精神培育和水生态文明

发展，行业服务特色明显。

学院将秉承百年名校“河润万物、海纳百川”的气魄，秉持“求真、致远，正德、笃行”的院训，继承张闻天、沈泽

民等杰出校友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与效

果，广泛开展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以高水平成果回报国家和社会。 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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