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学院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较早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重镇。68 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努力，学院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

育的卓越人才，走出了周抗、李君如、王邦佐、桑玉成、沙海林、马春雷、王平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回首

60 多年来的历史，学院的发展离不开学界巨擘的关心与支持。“抗大走来的哲学家”周抗先生曾任上海

师范大学政教系名誉主任，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先生曾任学院名誉院长。自建院以来，学校党委

高度重视、深切关注马院马学科发展，经由李进、周中之、张允熠、高惠珠、蒋传光、石书臣、汪青松、周

书俊、张志丹等学科负责人和学院院长的开拓以及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学院学科建设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学院于 1954 年设立了上海最早的政治教育专业（专科）；1981 年学校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

单位，中共党史硕士点设立；1996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硕士点设立；2006 年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同时设立。此外，学院另设有

课程教学论（思政方向）二级学科硕士点和“教育硕士”（思政）专业学位点。2009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获批上海市教委批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学院于 2013 年成为上海市德育课程教学研

究基地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市级重点研究基地；2014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流动

站；2016 年入选首批上海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

2020 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实力排名为 A 等级。由此，学

院建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本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完整的学科布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体系。学院还拥有学科教学（思政）、思政课程与教学论两个教育学硕士点，

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师范），拥有上海市市属高校最齐全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近年来，学院学

科软科实力排名飞速提升，2021 年排名跃升至近前 10%。

新时代，学院将继续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努力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重镇，不断实现发展新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上师马

学人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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