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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课程建设
综合服务项目简介

一、课程建设

领会思政课课程建设预层要求，

根据学校区域实际，整体规划思政课

课程目标，调整课程实施安排。

二、教学改革

助推合作院校更新教育理念、优

化教学方法，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整体推进学校思

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果。

三、教师专业发展

提供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师德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素养、

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搭建思政课教师

先进管理体制机制经验交流平台，根

据合作院校自身研究专长，提炼研究

课题和写作选题，优先约稿。

四、学术合作

在合作期内，合作院校可参与学

术研讨活动的策划和实施，研讨成果

优先刊登。针对合作院校课程建设特

色，组织举办学校课程建设经验推广

与成果展示专题会议。合作院校可享

受优先审稿、优先发表权利，可免费参

与我方举办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
五、成果推介

利用期刊彩封，展示合作院校思

政课领军人物、建设成果、先进经验等。

达成合作意向、签署合作协议后，

合作院校即可享有我刊常任理事单位

或理事单位荣誉(期限一年，自署名当

期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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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气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第二

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被誉为“南方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福建省特色

重点学科、福建省高峰学科、福建省“双一

流”建设主干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获

评A档。学科已形成“本科一硕士一博士”为一体

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于20儿年获批，下设5个二级学科博士

点；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6个二级学科硕士

点，以及学科教学(思政)专业学位点；思想

政治教育本科专业是福建省第一批特色专

业、全国首批一流本科专业，马克思主义理

论本科专业于2021年2月获批，是全省唯一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

学科现有专任教师97人，其中教授23人，

副教授42人；博士生研究导师26人，硕士研

究生导师37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2人、专家1人，国家

“万人计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

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人，国家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3人，全国优秀教师1人，教育

部2021—2025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人，全国优秀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2人，全国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4人。此外，学科教师获各类省部级及以上人

才项目和称号30多人次。

学科充分发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铸魂

育人的优势，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突出思想引领，强化教学改革，注重育人导

向，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大思政格局，致力

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门人才和大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2011年以来，有关教学改革实

践成果获省部级教改项目、教学荣誉120余

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教育部官网、中

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聚焦教学改革进行深

度报道。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近年来在

国家级赛事中获特等奖9项、一等奖18项、

二等奖14项。

学科坚持科研创新引领，形成《资本

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

治理现代化、红色文化、生态文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等特色研究方向，产出一批颇

具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成果。20儿年以来，

共获得各类科研项目430余项，其中近五年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7项；在CSSCl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540余篇；获教育部高校科

研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等省部级奖励

69项。获批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

训研修中心、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研修基地、全国“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教育部“福建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福建省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福建

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儿个省部级教

学、科研平台。

学科建设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和地方发

展大局，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学科发挥

优势，开展理论宣讲，组建博士研究生导师

专家宣讲团、博士研究生宣讲团深入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等开展理论

宣讲服务，被评为福建省基层理论宣讲先

进集体。近年来，累计被各级领导批示和有

关部门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共196余篇

(次)，其中获正国级中央领导人批示10篇。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学术

期刊《理论与评论》坚持“旗帜鲜明直面问

题，审视引领社会思潮”的办刊宗旨，已成

为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旗帜鲜明批驳错误思潮的重要

阵地。(以上数据截至2023年3月)

(供稿：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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