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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外国语大学作为省属重点大学，自1 995年建校伊始，学校就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

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满足课程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校于
201 7年将马列主义教研部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下设6个教研室，拥有中国李大钊

研究会教研基地1个国家级基地、吉林省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研

究协同创新中心等3个省级中心，拥有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始终本着“德育为首，育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校重点

课程进行建设；积极探索构建重点突出、载体丰富、协同创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

坚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与“大学生养成教育”课、“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和“学习筑梦”选修课有机结合起来，把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培养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实

践教学、强调知行合一：建设人才队伍、促进教研融合：打造平台基地、统筹育人育才。其中，

“大学生养成教育”课作为独创性的校本课程，被教育部评为第七批“精品视频公开课”，

现已录制成慕课，《大学生养成教育》教材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应用型本科规划
教材，该课程也被评为吉林省高校一流本科课程。

学院重视交流合作，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合作成立了教研基地，与地方政府和企事业

单位建立了67个社会实践教学基地，6个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成为建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重要支撑。同时，学院还积极服务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并于201 9年成为长春净月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教育局党建科研教育基地。

学院始终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坚持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思路和新方

法，取得了一系列教学成果。学院现有教育部“精品视频公开课”1门、吉林省高校一流本

科课程1门、吉林省高校精品课程1门、吉林省高校省级优秀课程1门i吉林省高校本科

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1 0余项。

学院教师治学严谨，锐意进取，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完成省部级课题30余

项，于201 9年获批1项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学

院还于2021年组织召开了庆祝建党1 00周年吉林省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交流会，

积极推动吉林省民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民办高校中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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