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于 1953 年的北京市土木建筑工程学校政治教研

室是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其在 1977 年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成立时改为马列主义教研室，1986 年更

名为社会科学部，1998 年改为人文社科部，2001 年更名为

人文社会科学系，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法学和社会工作专

业。2006 年，人文社会科学系与外语部合并成立文法学

院。2008 年 12 月，文法学院单独设置了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研部。2015 年 10 月，正式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任务。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其中教授 9 名，副教授 7 名，讲师 11 名；有

“全国优秀教师”2 名，省级“五个一批”人才 1 名，“北京市优秀教师”3 名，北京市“高创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1 名，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6 人，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扬帆资助计划”人才 3 名，北京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聘教授 1 名，特级教师 1 名，北京市“优秀德育工作者”1 人，校级“杰出青年”1

名，高级主讲教师 1 名。

近年来，学院致力于建设“小而精、精而特、特而优”的高水平特色型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期以

来，依托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资源，根据首都建设发展需要，结合学科建设实际，本着“培养人才、服

务首都、面向城市”的发展思路，学院以“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与中国城市发展”为研究方向，以“马

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学科建设重点，以城市发展理论与建筑文化为研究特色，在研究平台、科

研团队、项目申报、成果积累等方面，凝心聚力、加强建设。目前，学院有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北

京市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示范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等省部级教学

科研平台；形成了以“建筑伦理学”北京市人才创新团队和“城市空间”北京市人才强教团队为核心的

师资团队。学院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课题

项目为研究载体，形成了方向明确、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领域和科研成果，为北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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