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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林 理 工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简介

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依托单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的培养单位。其前身是 1956 年成立的政

治教研组，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学校的发展，先后更名为马列主义教研室、社会科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2011 年 4 月，学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率先成立学校直属的独立建制二级机构——马克思主

义学院。

学院设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等教研室；拥有自治区

级实践教学基地“广西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教学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所、高校辅导员发展研究中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研究基地、生态文明研究中心

等研究机构。

学院拥有一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锐意进取的教师队伍，现有教师 148 人，其中广西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卓越人才 2 人、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骨干教师 15 人、广西优秀教师 2 人、

广西优秀教育工作者 1 人、广西“千骨计划”人选 2 人、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

资助计划”人选 1 人、桂林市高层次人才 1 人。近年来，学院教师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 60 余项，其中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4 项；获教学科研奖 30 余项，出版学术专

著 30 部、教材 7 部，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

学院于 2006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 2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目前招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中

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3 年，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被批准为广西

重点学科；2016 年，学院被批准为首批广西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均获评广

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近年来，学院获批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 4 门，自治区级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33 项。

进入新时代，学院秉持“厚德笃学、惟实励新”校训，瞄准“特色鲜明、国内知名的高水平理工大学”

发展目标，坚持“关注前沿、强化特色”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广西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教学改革、理论宣传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辐射引领示范作用，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区域领先、

国内有影响力、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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