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学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具有国内一流水

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先后获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全国党建工

作标杆院系、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

科博士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称号。

学院现有 1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1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1 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3 个省级科研基地、2 个省级高端智库、2 个省级领军人才梯队、3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

队、1 个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学院培育了 3 个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1 个省高校百优党支部、1 个省基层

党建示范点、1 个省“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2 个省思政名师工作室、1 个省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学

院设有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马克思主义理论 2 个本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直是省级本科重点专业，

2010 年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3 年成为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19 年成为省一流专业。马克

思主义理论专业于 2021 年开始招生。

学院师资队伍中有博士生导师 13 人、硕士生导师 21 人，其中“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 人，国家“万

人计划”教学名师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4 人，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1 人，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 2 人，全国最美高校辅导员 1 人，教育部高校思政课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2 人，黑龙江学者 3 人，省教学名师 3 人，省思政课教指委委员 5 人。学院近年来获批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20 项（重大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51 项（重大项目 1 项），发表 CSSCI 高水平论文 80 余篇，获黑龙

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5 项。学院先后举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

新哈尔滨峰会”“百年历史交汇点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等高端会议。

学院精心打造思想政治理论课“五维”育人模式——关注“人”、把握“政”、引领“思”、创新“课”、拓展“域”，

以科学研究支撑教学，以理论宣讲助力教学，以热点融合精细教学，以社会实践辅助教学。学院在全国率先开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专题”课程，课程于 2020 年入选教育部“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

任务清单。学院连续 38 年组建 100 余支社会实践团队和理论宣讲团队，实践活动成为全国开展时间最长、最成

规模体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以 38 年实践教学为经验的“社会实践”课程获批省级一流课程，其辐射范围

和影响面逐渐扩大。

学院累计培养本科生 8000 余人、硕士生 1500 余人、博士生 200 余人。毕业生中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继续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家国情怀深厚、能

力本领高强、综合素质突出的青年人才为己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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