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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介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11 年，2015 年独立建制，其前身是 1951

年学校创建时成立的政治教研组和1960年

增设的政教系。学院现有教职工44人，其中

专任教师37人，行政、教辅人员7人；专任教师

中教授13人，副教授18人，讲师6人；另有兼

职教师10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22人。

学院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系和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研部。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拥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3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课程教学论（思想政

治）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教学（思政）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拥有 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1个辽宁省示范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个辽宁

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基地），1个辽宁省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团队），2个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思想政治教育），1个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马克思主

义理论）。

学院现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辽宁省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大连市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伦理学研究会、大连市新型城镇

化研究基地等教学与科研机构。

学院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40余人，硕士研究生260

余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230余人。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初步

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办学特色：依托学科优势，打牢学术基

础，坚持师范特色，提高综合素质。学院致力于培养科学

精神和人文精神相融合、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不断

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为学生专业素养的提

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创造了良好条件。

学院成立以来，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

项，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0多部，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

表论文 200多篇。学院在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科学研

究、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均

创造出较好的工作业绩。

承办高水平学术会议

党委书记宫福清一行来学院调研

与四川师范大学马院同行交流

邀请国外学者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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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党评文

4 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重要维度 /宋 俭

13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享用功能及其实现

/韦冬雪 卢桂梅

17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体间性”研究的反思

/赵继伟

22 略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个体价值

/杨希燕

25 大众文化载体在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中的

功能及运用 /梅 萍 韩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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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研究 /何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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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论全面从严治党视野下的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

/谢仁海 吴家驹

41 关于在高校高层次海归人才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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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蕾 汪佳莹

44 高校学生党员生涯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刘晓光 雷儒金

4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困境与学情反思

/许传红 程 雅

50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亲和力探究 /谭妤晗 张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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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新境遇与

对策研究 /文 凡 刘宏达

57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的法律关系及其特点

/吴秀霞

61 以法治思维解决高校突发事件的路径探索

/邓林楠

64 高校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论析

/邓巧蓉

67 双创时代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任务

——基于湖北省 26所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调查的思考 /徐杨巧 谢守成

71“内合外联”式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陈 静 王占仁

75 高校“链条式”就业服务体系“耦合效能”提升

策略 /王 川

77 略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合力的构建

/李 凯 董国松

79 新媒介环境下高校舆论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 /李永智

82 网络舆情视域下的高校统战工作探赜

/钱英伟 石新宇

86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略论

/屈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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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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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道德与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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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综述 /倪素香 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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