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首批”：学科内涵发展的深厚底蕴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底蕴深厚。1998 年，学校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 年，学校又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成

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同时也是四川省属高校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07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获批

为四川省重点学科；2017 年，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得 C 等次；在软科

2020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排名中，位居全国前 40%。2020 年 12 月 10 日，四川省副省长罗强到西

华师范大学调研指导工作，对西华师范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双特平台”：学科创新发展的强大支撑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多元的平台支撑。从专业平台看，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依托的专业为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该专业始创于 1958 年，是国家级特色专业。从教学平台看，学科依托的教学团队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该教学团队于 2010 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是西部地区唯一一个思想政治

理论课国家级教学团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级特色专业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国家级教学团队，为学校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学科成员在现有平台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

积极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2019 年上半年，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内部工作简报刊载了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创新发

展、深化发展。

“两大机构”：学科特色发展的有力保障

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研平台优势为一个基地和一个学院。“一个基地”为四川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个学院”为 2018 年入选的四川省

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唯一入选的省属高校，2019 年获评四川省首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综合

工作先进单位。学科成员利用上述科研平台，凝练科研特色，组建学术团队，举办学术会议，撰写理论

文章，张扬学科优势，服务社会发展。学院举办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被《光明日报》《四川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学院老师撰写的学术文章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刊登，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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