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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简介 

一、概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

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对马克思

主义既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

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以利于完整地把握它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级学科，它与哲

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政治经济

学方向，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

史等方向一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系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目前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党的建设等 7 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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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教育教学、宣传和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应具有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学风；

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有较好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说明重大问题；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

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恪守本学科的学术

规范，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写作能力。 

三、培养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

理论表达，是关于世界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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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

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点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有机

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来分析和认识社会现实和历史问题。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

相结合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

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特别是研究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该培

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重点展开。该培养方向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联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

设以及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实际，着眼于一般特征和

基本规律的研究，而不局限于历史或现实的某个领域、方面、事件的具体

研究。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和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等。 

（三）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社会、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自觉以某种思想政

治观点、道德规范、法制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对其成员和国民实施

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和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该培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人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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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等本质和规律，以期教化、影响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研究；新时代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研究；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培育研究；思

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四、培养方式 

（一）导师与学科组指导 

硕士研究生培养首先采取导师指导负责制，导师是培养研究生的第一

责任人。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政治素养、理论学习、学科前沿、科研

方法、学术规范、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教育和指导。同时，成立学科指导

组，学科指导组在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实习实践、毕业论文开题、

毕业论文审核等方面参与研究生培养指导。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确定导师，

导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培养方向和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生

共同制定课程学习计划。 

（二）课程学习 

根据学科培养要求，设置相关课程供硕士研究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知识。课程教学采用讲授、讨论、专题报告等多种方式，既重视教师

的指导作用，又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体性作用，重点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运用 

根据学科培养要求，设置实践运用环节，组织研究生开展文献阅读、

学术活动、教学实践、专业实践，参加劳动与体育文艺活动等，促进研究

生身心健康，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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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本学科课程分为学位课、非学位课和补修课三类。学位课包括学位公

共课（3门，6 学分）、学位基础课（3门，6 学分）、学位专业课（2 门，

4 学分）；非学位课（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补修课不计学分。 

课程设置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子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理论学时 

学 
位 
课 

学位 
公共课 

006A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010A001 英语 3 48 

000A001 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16 

学位 
基础课 

006B1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2 32 

006B1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2 32 

006B103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 2 32 

学位 
专业课 

006C1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2 32 

006C102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专题研究 2 32 

非 
学 
位 
课 

专业 
选修课 

006D1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2 32 

006D10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 2 32 

006D103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2 32 

006D104 社会主义思想史专题研究 2 32 

006D1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
题研究 2 32 

006D106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2 32 

006D10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读 2 32 

006D108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专题研究 2 32 

006D10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 32 

006D110 比较德育专题研究 2 32 

006D1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 32 

006D112 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2 32 

非 
学 
位 
课 

公共 
选修课 

000E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000E002 研究生人文素质理论 1 16 

000E003 工程伦理 1 16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