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于 2015 年 8 月，是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科研部的基础上从原文法学院分离出来。本学科 2005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二级硕士点，2010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硕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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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等 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批江西省高校“十二五”示范

性硕士点，2017 年获批省重点建设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 年荣获省级优

秀教学集体。本学科点在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与 2017 年软科学科排名中分别列

全国前 70%和前 50%，是赣南地区最早、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硕士点，

也是江西理工大学重点建设学科。

学院秉承“彰显赣南地方特色、打造区域一流学科”的核心理念，主要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问题，在生态文化与法制、红色文化与道德教育、国

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中共党史与苏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学院人才队伍实力雄厚。现有教职工 32 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12 人，

硕士生导师 20 人（含校外兼职导师），全国高校思政课骨干教师 1人，江西省高

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5人，江西省“十大优秀思政课教师”2人，江

西省“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先进个人”1人，另聘有多名客座教授，博士学

位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55%，教师的年龄、学历和职称结构比较合理。

学院科学研究实力较强。主持 23 项国家级项目，实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在重点、一般、西部、青年、后期资助和全国教育规划项目广覆盖。课题经费充

裕科研项目总经费达到 480 余万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等知名刊物以及《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发表或

全文转载文章近 50 篇，出版专著 22 部，获得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16 项。

学院服务社会成效显著。立足赣南苏区，配合国务院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战略，致力于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激活红色基因服务地方党建、打

造生态文明江西样板赣州先行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关研究报告和政策

建议得到中央部委领导的批示。

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及思想政治教育，共培养硕士研究生 10 届。有 12

人考取名校博士，获得省优硕士论文 2篇，江西省青马工程、优秀创新项目等

18 项。2017 年我院 1位硕士毕业生当选为中共十九大代表。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是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且注重文本研究，隶

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2001-2005 年曾被评为江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学科。

本硕士点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理论、生态文明

理论与实践等。围绕以上研究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等经典作家著作的

深入解读与当代阐释，生态文化的挖掘、整理及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与法

治保障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王经北：博士、副教授，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2012 获江

西省思政课竞赛二等奖，2014 获江西省硕士生思政课比赛二等奖，2017 年江西

理工大学十九大论文研讨会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化、生态文明制度与

治理，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自信及赣南客家生态文化方面有着鲜明

特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自信研究”和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赣南客家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等，在《现代哲学》

和《求实》等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被《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

载 2篇。担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硕士生导师，完整培养 7届硕士生。

邓永芳：博士、副教授，2014 年获评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2016

年获评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涉

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生态文明研究（涉及生态哲学、习

近平生态思想、古代动物伦理等），文化研究（涉及中国先秦诸子思想、西方现

代性思想、核心价值观、苏区精神等）。出版有《哲学视阈中的文化现代性》（独

著）、《环境法治与伦理的生态化转型》（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主持《哲学视

域中的文化现代性研究》、《现代性语境中的生态价值观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

社科项目），先秦动物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江西省十二五规划项目）。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硕士点教师目前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1项，近几年来承担省级课题五十余项，纵向课题多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发



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获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1项、三等奖 2项。

4.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具有一支政治素质好、教研水平高、职称与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

伍。共有教师 10 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4人，博士 7人。拥有生态文明研

究中心一个，专业图书 2万余册，学术期刊 30 余种。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计算

机房，拥有电脑 20 余台，总面积 40 平方米，总投入近 20 万元。具有完善的教

学与科研设备，能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本专业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基本原

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研究动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经济

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

教学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当代

中国社会问题、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习近平治国理政专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国语等。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它

既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科，又是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它肩负着实

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民族化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道路、制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学科载体。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发展理

念与发展战略等。围绕以上研究领域，探索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与大国战略的历

史经验，在中央苏区国家治理、习近平发展理念与大国战略、跨区域公共危机协

同管理、社会组织发展与政治参与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段 勇，教授，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主义

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习近平党建理论与全面从严治党。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西部项目“新时代中国大国意识研究”（18XGJ004），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

2项，主持并完成赣州市政府委托课题 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

级研究项目 4项；在中宣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求实》、

《江西日报》、《江西理工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1 篇论文被《光

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政协传媒网》全文转载。目前已指导硕士研究

生 27 人，其中已有 7届 25 人毕业。

邓显超，博士，教授，江西省高校十大“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江

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在文化软实力和

文化发展略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部级科研项目

2项，省级科研项目 4项；在《理论探索》《长白学刊》《东南亚研究》等重点刊

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多篇被转引；出版著作 4部，其中专著 3部；获省级

教学教案竞赛一等奖 1次，二等奖 2次、三等奖 3次。担任硕士生导师 9年，完

整培养 6届共 10 名硕士生。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硕士点教师目前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2项，近几年来承担省级课题 40 余项，纵向课题多项，出版专著六部，发表论

文 100 余篇，其中在《国家教育学院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宣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获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2项（二

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本学科还紧密结合江西特别是赣南的红色文化、区域

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等重要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对策。

4.培养条件

本硕士点具有一支政治素质好、教学科研水平高、职称与年龄结构合理的师

资队伍。共有教师 9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5人，博士 5人，省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 2人。该学科点拥有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一个、专业图书 2万余册，学术期

刊 40 余种。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连接校园网的计算机房，拥有电脑 28 台，总面



积近 80 平方米，总投入近 40 万元。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能为广大研究

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了解本学科的

学术前沿和研究动态，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研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够担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

传、党政工作。

基础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科

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社会；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专

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030504 思想政治教育

1.硕士点及研究方向简介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主要二级学科之一。

2005 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批，历经十多年的建设，成为了我校重点学科之一。

本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改革、心理与道德培育等。

围绕以上研究领域，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纵深领域并做实做细。在增强红色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影响力、民众积极社会心态培育与社区道德文化建设方

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秦秀清，教授，优秀教师、最受学生欢迎十大教师、优秀硕士生导师、地

市级三八红旗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劳动部

高级职业指导师、华南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与

心理咨询、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近几年，承担省部级纵向科研课题 3

项、厅局级横向科研课题 4项、在《求实》、《上海教育科研》等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 16 篇、主编教材 2部、参编教材 1部，各类获奖 4项。

刘敏岚，教授，2006 年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大众心理健康与社会创新管理,思想



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实践。近几年，获得江西省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西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省级课题 9项；在《心

理科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教学与管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咨询报告 3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主编教材两部。为《赣州晚报》《赣南日报》

及赣州电视台撰稿、点评 90 余篇（次），历任赣州市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赣州

监狱、赣州消防、赣州武警、章贡区法院等单位的心理顾问。完整培养了 10 届

16 位研究生。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本学科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明确服务社会、服务地方职

能。把党政机关、工青妇、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带有普遍性

的问题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特别是运用心理学理论解决各个层次人们的心理问

题是本学科点的重点内容。学科点教师近几年来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学科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26 项，承担地方科研项目 16 项。出版学术专著 4

部，发表学术论文 90 余篇，其中有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

各级各类奖项 8项。近年来，本硕士点师生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

作、心理健康教育与测评等提供了多项服务。

4.培养条件

本学科目前已拥有一支年龄、专业知识、技术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学

科现有 15 名专兼职教师。其中，导师 12 人，教授 5人，副教授 7人。学科拥有

江西省学科带头人 1名，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2人。本学科点拥有心理健康研

究中心一个，专业图书 2万余册，学术期刊 20 余种。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计算

机房，拥有电脑 20 台，总面积近 40 平方米，总投入近 20 万元。具有完善的教

育与教学设备，能为广大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培养对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坚定信念，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

理论，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和学术动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以及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手段，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思想、道德、心理问题，为各

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企事业单位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

社会工作等培养高层次专门应用型人才。



基础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科学

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社会；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

理论前沿、社会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前沿、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共党

史研究专题。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硕士点情况及研究方向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于 2013 年

首次实现招生，是江西省高等学校示范性硕士点所属学科。

本硕士点研究方向包括：围绕中国近现代中国地方社会发展、共产党的执政

历程，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在纪念史学、意识

形态建设、党的局部执政、苏区社会变革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2.导师队伍情况及部分导师简介

王小元，博士、教授，江西理工大学 2008 年“青年教学标兵”，2009 年

度“优秀教师”，江西省高校 2011—2013 年度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理工大学

2018-2022 年“清江教学名师培育人选”。获得江西省教案竞赛一等奖 2 项，征

文一等奖 1项，教学竞赛二等奖 3项。主要研究方向：中央苏区研究，廉政建设

理论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近年来主持完成《中央苏区廉政

文化建研究》等江西省科研项目 5项，主持在研《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考察

与现实启示》等科研项目 2项。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求实》、《生态经济》、

《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3 篇。担任硕士生导师 10 年，完

整培养 7届共 15 名硕士生。

魏建克，博士、教授，江西理工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教育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主要研究方向：从严治党及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特别

是通过比较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研究从严治党在革命新道路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青年项目 1项，江西省高校人文项目 1项，江西省高校党建课题 1

项，江西省研究生教改课题 1项，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三

等奖 1项，江西省及粤桂琼赣滇五省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 3项。



出版学术著作《文本话语与历史记忆：1921-1951 年中国共产党的“七一”纪念》

一部，在《抗日战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

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3.硕士点开展的科学研究及业绩情况介绍

学科点教师目前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2

项，近几年来承担省级课题 40 余项，纵向课题多项，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获江西省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1项。本学科始终紧密结合江西特别是中央苏区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开展研究，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的实践。

4.培养条件

学科点目前拥有支职称、学历、学缘和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现有

12 名教师，包括教授 3人，副教授 4人，讲师 5人；博士 6人，硕士 5人，江

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 2人。拥有地方党建研究院 1个，拥有专业图书 2万余册，

学术期刊近 30 种。有专供研究生使用的计算机房，拥有电脑 20 余台，总面积

40 平方米，总投入近 20 万元。具有完善的教育与教学设备，能为广大研究生提

供良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5.培养目标及主要课程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

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

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

理论宣传、党政工作等。

基础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科学

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社会；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专题、

中央苏区史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