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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2009年。学院设有5个教学科研机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所、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历史与文化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会刊《思

想教育研究》编辑部、北京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高校学生事务研究中心、廉政研究中心等

挂靠学院。北京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本院。

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科技哲学二级学科硕

士点o“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北京市重点学科。学院先后招收过本科、二学位、专业学位、硕士、博士

等各层次学生，为国内高校、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机构输送了数干名专业人才。

学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教学改革方面具有优良的传统和扎实的基础。学院参与建设的大学

生社会实践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及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学院曾连续获批

2个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重点团队项目、“形势与政策”慕课获评首批“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十三五”期间，学院承担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教育部社科

重大攻关项目及其他省部级重大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 50余项，科研

经费累计超过1600余万元，曾主办全国高校青年德育论坛、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讨

会、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国际研讨会(ISSA)等高端学术会议50余次，参会人数达数干人。

学院全体师生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马克思主义理

论人才培养方式，建设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宣传的坚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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