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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1950年

建校伊始就设立马列主义教研室，1960年新建政治系，2011年

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入选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获批教育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系、全国党建工作

标杆院系、团中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研究培训基地。

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条件优越。学院现有在职教师111人，

其中教授29人(二级教授7人)，副教授38人，博士生导师17

人，硕士生导师62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69人。拥有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3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人才(理论界)3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

2人，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1人，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指委委员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5人。

培养体系完备，学科实力突出。学院拥有本科、硕士、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一级学科、硕士学位一级学科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学科教学(思政)等硕士学位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山东省高峰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高校学科评

估中获评B+等次。学院现有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基地、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

基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山东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地)、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省部级以上平

台6个。

承办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指委年会

主办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青马学术论坛”

教学特色鲜明，教改成效显著。学院现有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3个本科专业，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为国家一流专业、国家特色专业。本科生升学率在50％以上。学院获批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全

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山东高校思政课教学名师工作室、山东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中心等省部级以上思政

课教研平台4个。2019年以来，获批山东省一流课程5门，山东省思政“金课”3门，山东省教学改革项目6项；获首届全

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特等奖、一等奖各1项，山东省第九届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类)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

学术成果丰硕，社会声誉优良。2019年以来，学院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项(重大项目4项、重点项目3项)，教育

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其他省部级项目30多项；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23部，在《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等CSSCI来源期刊和中央“三报一刊”

发表论文130余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1部；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14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

4项、二等奖5项。主办或承办教育部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指委年会、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峰论坛等学术研讨会

20多场次，学术交流合作实现新发展。
学院教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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