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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3 年，是学校直属、独立设置、

与院系平行的跨学科、实体化研究、宣传、教育机构，是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共建的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 11 人，其中教授 7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兼职研究人员 30 余人。中心现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2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全

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1 人，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 人，河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

人，“河北省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入选者 2 人，河北省社科优秀青年专家 2 人，河北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1 人。

中心以中共党史、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为重点，协同相关学院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

中国史和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以建设“学术高地”“红色智库”“宣教阵地”为发展目标，突出

学术特色，强化协同创新，推动红色文化育人，凝练形成了西柏坡精神研究、塞罕坝精神研究、红色文

化育人研究等方向，同时在河北省内率先开展北京冬奥精神研究，为培育时代新人贡献力量。中心积

极推动研究成果向育人体系转化，开设了“西柏坡精神教育”全校通识选修课，录制的“再读西柏坡”60

集系列微视频被列入学校第二课堂教学计划，“人工智能助推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沉浸式思政示范课面

向全校师生开讲。

中心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9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5 项。中心荣获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1 项、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7 项，出版的专著获中组部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优秀教材奖

2 项，著作《初心“多棱镜”》被中宣部、学习出版社列入“建党百年必读的 10 本好书”名单。

中心举办了第五届高校党史教育论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用好红色资源”“学习习近平重要讲

话 弘扬塞罕坝精神”等学术会议 17 场。中心积极服务社会，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面向社会各界宣讲 150

余场。中心加强对外交流，与复旦大学等 7 所兄弟院校深化合作关系，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西柏坡纪

念馆等省内多家研究机构发起成立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柏坡精神协作研究基地，积极

参与“三山一坡”高校联盟活动，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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