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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具有62年的发展历史，前身为1 959年全国同类高校中最早

一批创办的政治专业o 2003年6月建立邵阳学院“两课”教学部；201 1年7月，独立设
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201 7年1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7月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由原政法学院调整至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学。2021年1月获评“湖南省高校党建
工作标杆学院”o

学院现有教师7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以上职称33人、博士(含在读)25人。其中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1人，湖南省首届“最美思政课教师”1人，湖南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1人，湖南省高校青年工作标兵1人，湖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6人。

强化核心，教学工作争创特色。学院设有6个教研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入选湖南省一流课程，教师获得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展示竞赛二等奖1项，获得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竞赛二等奖6项，湖南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示范课堂”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以及其他省级教学奖1 0

余项。多年来形成了“强化一个理念、抓住两个特点、坚持三个结合、实现四个转变”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主体性教学改革模式o《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光明网等媒体对学院教学

改革成果进行了宣传报道。

突出重点，学科建设争创一流。学院拥有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科(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湖南省高等学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基地)、邵阳学院“十三五”A类应用特色学科、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院、邵阳学

院新时代新青年新思想研习中心、邵阳学院“双一流”建设重点社科研究基地等6个省、
校级科研平台。近5年，先后主持各类课题8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项目4项。发表论文1 9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56篇，出版专著1 5部。教师

获各类科研奖励20余项。
聚焦主业，立德树人争创先进。学院现有思想政治教育1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329人。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湖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拥有“湖南省优秀教学

团队”1个。现有省级优秀教育实习基地、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合作育人创新创业基地等
36个。学生获“挑战杯”“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国家级、省级以上奖励20余项。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高，近3年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除从事教育工作以外，
考上研究生、公务员的比例达到20％以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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