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介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其前身为学校社会科学

基础部和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是学校独立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教学科研单位，是 2010 年经浙江省

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首批设置的“浙江省涉台教育基地”。

学院设有办公室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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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生命与心理健康教育”等五个教研室。

学院拥有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理想信念坚定、理

论功底扎实、教学效果良好，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现有专任教

师31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12人，博士10人。

学院坚持“育人是建院之本，创新是兴院之道，人才是强院之

源，和谐是立院之基”的办院理念，立足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首要

任务，以问题为导向，转变教学理念，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

心转变，改进教学的方法和手段，积极稳妥推进“互联网+”背景下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线上教学、线下教

学、社会实践相结合）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学院非常重视

课程建设，建有校级精品课程4门、市级精品课程1门，校级教学改

革项目5项目、省级教学改革项目4项；学院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工作，与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共建“社会主义新

农村”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与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共建“红色文化”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与绍兴秋瑾故居（纪念

馆）共建“历史文化”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办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学院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支撑作用，积极鼓励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近三年，学院教师主持各级各类课题 23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课题或项目8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合作译著1部；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

目前，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教职工把“以生为本、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

务，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为基本职责，以浙江省实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为契机，努力将学院建

设成为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阵地、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基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高

地、开展大学生生命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咨询重地、各位教师同仁交流思想文化的精神属地、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

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者成就个人梦想的事业领地，为实现学校成功创建中国民办大学“双一流”，升格为“浙

江越秀外国语大学”的奋斗目标做出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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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大会

承办第六届华人生命教育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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