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大学地处福建省厦门市，是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办学始于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1918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和 1920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水产科、商

科，迄今已有 104 年历史。1994 年，集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集美航海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

厦门水产学院、福建体育学院合并组建集美大学。学校以“诚毅”为校训，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坚持“嘉

庚精神立校，诚毅品格树人”，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

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始于 1985 年集美师范专科学校创办的政教系。2014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研部脱离政教系独立设置，2017 年正式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任务。学院是福建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协作中心主任单位、福建省马克思主义学院“1+N”建设引航计划组团负责单位，目前拥有“陈嘉庚与

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基地”（福建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集美大学研究基地”等多个科研平台。

学院的学科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学院于 2006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硕士点，

2015 年开始招收学科教学（思政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术型硕

士点和学科教学（思政方向）专业型硕士点，学术型硕士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 3 个二级学科方向，学科教学（思政方向）同时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

习方式的研究生。学院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教

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国防教育教研室和陈嘉

庚精神虚拟教研室等教学机构。

截至 2022 年 7 月，学院共有专任教师 81 名，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20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2

人，目前已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教学能力突出、科研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学院李晋玲名师工作室入选

福建省首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工作室，多位教师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福建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

持计划”等人才项目。

学院围绕建设“工海”特色更加鲜明的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结合陈嘉庚精神等特色文化资源，着

力构建地域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产出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学院教师先后承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7 项（其中重点课题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获批省级一流课程 5 门，

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其中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新华文摘》论点摘

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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