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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是1960

年设立的政治系，2010年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学

院，拥有国家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设立的第一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

站，2019年入选第三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是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共建学院。

建强建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已经成为加强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学、研究、宣传及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构建学校

党委书记亲自直接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党委专

职副书记主管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校党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兼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学院领导体

制，在推动、打造形成区域性民族性特色鲜明的科

学研究成果和一流高校新型智库上作出了新贡献。

共承担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40多项，获省部级优秀社科成果奖40多

项，拥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国家

级人才近1 0人次，广西八桂学者等省部级人才20

多人次。

办强办好学科平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已经成为“人文强桂”战略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

西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支撑学科。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特色凝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教育部第

四轮高校学科评估中获评B+等次，并被确定为广西一流学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大众化普及，

每年聚焦党的创新理论举办多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开展近百场理论宣讲，出版《真理，您告诉我》等书籍，曾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深耕细作课程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成为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广西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守正

创新的立德树人“灵魂课程”。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丁作，高质

量开足开齐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标准建成虚拟仿真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教学中心、广西“思政云”平台和“数

字马院”。成立广西首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改革创新联合体，牵头推进广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多层级集群结对共建。

顶天立地培根铸魂，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时代新人始终是学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和责任担当。构建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研究性学习与实践性教学人才培养新模式。

获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1个、一流本科课程1门和广西一流本科课程6门、教学成果一等奖5项，是广西基础教

育政治学科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特级、高级政治教师的孵化器以及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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