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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校直属的独立设置

的教学科研二级机构。2015年 10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研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承担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梯队建设，是学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重要平台和基地。

学院现有6个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研究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目前，学院拥有 2个北京市级科研平

台：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生城市文化素质教育

基地，拥有 2个北京市创新团队：“建筑伦理学”“城市空间

与文化”。2017年，获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

学改革示范点”；2018 年，获批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

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优秀教学科研团队；2018年成功获批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这三项重大成

果的突破，为学院更好地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

高课堂效果、提升教师水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目前，学院拥有专职教师 23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

授 7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0 人，具有博士生导师经历 1

人，硕士生导师4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北京市人大代表

1人、北京市优秀教师2人、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

授”1人、“特级教师”2人、省级“五个一批”“青年拔尖”等人

才称号5人。2012年以来，学院教师先后获得北京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三等奖，在首都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论文评选中，由学院教师指导的

学生社会实践论文获奖十余次。入选北京高校师生服务首

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

学院教师近五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被CSSCI收录42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9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资助项目10余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课题5项，一般项目20余项，

出版学术著作12部。

经过几年的发展，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逐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龙头、以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为基础、以提升教学科研质量为重点、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抓手的特色

发展思路，学院将秉承“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理念，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力争取得更大成绩。

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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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合影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参观冀中抗日展览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参观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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