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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豸

2019年1月1 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翻阅学院牵头天津市高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编写的习近、F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进”教学指导方案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1997年，是全

国较早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校之一。2006年获

得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201 6年学院入选首批9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20 1 9年入选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学院有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本科专

业，201 9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学院有从学士、硕士到

博士的完整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师德高尚、学术

水平精深、教学成果突出、社会贡献显著的老中青

相结合的专家型教师队伍。设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

论研究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和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部j个研究机构，同时拥有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和富研究中心、延安五老研究中心和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研修基地、教育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天滓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秘书

处、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罔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多个高水平教学科研平台．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重大科研成果，

学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和本科教学
部等8个教学机构，承担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

南开思政课在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j进”这条主线下，形成“1234”南开特色思政课改革创新模

式，即塑造“一个特色”，让爱罔主义教育贯穿思政课始终；融通“两类课程”．让“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衔接协同；坚

持“三位一体”，让“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形成合力；推动“师生四同”育人模式．在师生“同学同研同讲同行”

中让思政课在中国大地上延伸拓展。

学院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学时，特别翻阅

了南开大学牵头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教学指导方案。201 9年12月1 3日，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现场推进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剐总理孙春兰m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相关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央视“新闻

联播⋯‘焦点访谈”曾多次报道南开思政课改革创新的做法和经验。

2019年9月16日，学校领导与学院专家出席首批

司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L丁作启动会髀授牌仪式

2018年1月30日．央视“焦点访谈”：《思政课：要

“活”才能“火”》二号题报道了南开大学思政课开展“师

生四同”育人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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