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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团队现有成员1 2名，全部具有博

士学历，半数以上具有海外访学经历，既能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又具有国际视野。团

队成员以中青年为主，学缘结构合理，研究方向与方法互补协同，所支撑的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办学水平高，在同行中有较大影响。

团队学科平台优势明显，学科方向特色鲜明。四川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国家首批思想政治教育一流本科专业和教育部思想政治工

作队伍研修中心等平台为团队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团队围绕当代社会思潮与

价值观、高校党团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定特色和优势。近年来

团队荣获国家社科基金9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各类项目1 9项，出版专

著8部，发表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70篇，荣获省部级科研奖励4项。

团队采用“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在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团

队通过精选苗子，提早规划，无缝衔接，贯通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形成了“目标——

能力——知识——课程”相衔接、“价值塑造、人格养成、能力培养、知识探究”四维

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团队带头人林伯海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易刚的论文《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机理研究》荣获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2020)o

进入新发展阶段，团队将借助现有平台，孵化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师，并充分发

挥名师“头雁效应”，进一步增强团队的影响力；实施青苗计划，挖掘潜能，提升青

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推进师资队伍可持续发展；实施卓越团队计划，在传帮带、

比赶超中形成整体合力，进一步打造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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