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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麓渣汰学马亮惑盎冀‘学院篱喻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秉承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悠久办学历史，传承红色文化，不忘教育初心，不仅是全国

学校1 951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1 989年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 997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

基础性、导向性和战略性的重要问题，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代表的特色学科研究方向。

学院拥有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基地、黑龙江省“两课”教师和政工干部培训中心、全省首个马克

师资队伍设置合理，结构不断完善。学院53名专任教师中教授19人、副教授21人、讲师10人，硕士生导师26人、博士

生导师4人。学术梯队中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教

批”理论人才3人，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省级教学名师1人、省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2人、省优

坦㈣剐删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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