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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沿革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悠久。1953 年沈阳师范学院设立政治组，1954

年设立政治教研室，1955 年设立政治教育专修科与马列主义教研室，1956年设立政教

系。八十年代以来，政教系、马列部、德育部在分合中获得快速发展，孕育了社会学、

法学、管理学与经济学等专业院系。1998 年 6 月，成立马列德育教研部。2006年 5 月，

组建成立辽宁省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2006 年 12 月，原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原经济管

理学院的政教系合并重组成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 年学院获评“辽宁省高校首

批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 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74人，其中教授 19 人、副教授 30 人、讲师 25

人，博士及在读博士 45人。拥有全国优秀教师 1 人、全国模范教师 1 人、省级本科

教学名师 3 人、省级优秀教师 2 人、辽宁省最美教师 2人、辽宁省最美思政课教师 

1 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 3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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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百人层次 1 人、千人层次 2 人，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

全国及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11 人，并拥有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

家、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副主任

委员等专家 10 余人。承担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学科研

究生的培养任务及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 

 

➢ 学生规模 

学院现有学生 543人 

其中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382人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61 人 

 

➢ 开设专业 

本科专业 

⚫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硕士授权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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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中国哲学 

⚫ 伦理学 

⚫ 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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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境 

学院拥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教学环境。拥有教学实训中心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创

意工作室，配备笔记本电脑、音箱、投影仪等设备，为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考试模拟、

实践训练、就业面试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拥有图书资料中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书吧，

收藏相关专业藏书万余册，期刊、杂志百余种，为学院师生提供了良好的阅读条件。 

 

➢ 机构设置 

学院设思想政治教育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研部、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教研部、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部、形势与政策教研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研部等教学机构，设办公室、团委和图书资料室等行政及教辅机构。 

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辽宁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

地、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和研修基地、中共辽宁省委讲师团宣讲调研基地、

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辽宁省五老精神研究中心、中共沈阳市委统战理论研究

基地、沈阳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挂靠在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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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上聚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同时立足辽

宁，注重把理论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事业振兴发展相结合，在学科建设取

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成为辽宁省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宣讲服务基地和教学改革试验基

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基础扎实。2003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1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批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7 年被

评为校一流学科，其下设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2008 年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学科、

2009年被评为辽宁省高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培育学科、2019年被评为学校

二级特色学科。 

 

学科现有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招生：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学科专业特色   



 

 

5 

➢ 哲学学科 

哲学学科立足辽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的全面与全方位振兴发展。

在科研上注重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事业振兴发展相结合，尤为侧重

理论应用与大众化传播研究，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省社科

联及地方基层单位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咨询。在学科建设各方面与省内同学科密切交

流协作，学习借鉴国内哲学一流学科建设特色与经验，形成自己的鲜明理论特色与优

势。  

哲学学科在 60 余年的发展进程中薪火相传，学科研究成果质量呈现出不断上升发

展的良好态势，且在研究成果的转化与社会服务上效果越来越显著。在《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代表性论文，有多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等代表性科研项目，有多项省政府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代表性获奖，是中共辽宁省委研究、推广学习与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理论、郭明义精神、辽宁精神、辽宁好人精神的主力学科，是辽宁省社科联理论研究与

宣传的主力学科。  

学科现有四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招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科学技

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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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代码 招生专业名称 专业研究方向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02(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美学 

010102 中国哲学 

-01(全日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02(全日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 

-03(全日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010105 伦理学 

-01(全日制)经济伦理研究 

-02(全日制)教育伦理研究 

-03(全日制)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全日制)生态哲学与社会哲学 

-02(全日制)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03(全日制)科技伦理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全日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 

-02(全日制)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研究 

-03(全日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1(全日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02(全日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03(全日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全日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

研究 

-02(全日制)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传承创新研究 

-03(全日制)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03050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 

-01(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02(全日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和执政规律研究 

-03(全日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演进研究 

-04(全日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招生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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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 

贾玉明，男，1969 年 12 月生，辽宁朝阳人，哲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任辽宁省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国

哲学史史料学与原著选读》等课程。近年来，先后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中

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大学章程要体现多元

利益主体诉求》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科学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3 部，获批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专著立项；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

《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带头践行“红船精神”》、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重大项目《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和完善高校领导体制机制研究》、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

课题《辽宁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落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求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清官意识与廉政建设研究》、辽宁省高校统战理论研究课题《新形势下高校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沈阳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以创新大学生党建

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等科研项目。 

 导 师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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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负责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带头人 

赵美艳，女，汉族，1966 年 8 月出生，辽宁庄河人，中共党员。现任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三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负责人、思想政治教

育二级学科带头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带头人。是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思想道

德与法治分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思想政治

（道德与法治）教学指导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承担本科生《思想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与方法》等课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专题研究》《习近平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等课程。 

先后获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 2015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省级本科教学名师、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 2015 年度影响力人物、省级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

二、三等奖、省首批“双万计划”一流本科课程、省精品视频公开课等,被授予“辽宁

省最美教师”“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五一巾帼标兵”

“沈阳市技术标兵”等称号，主持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

子课题 1 项、参加国家级课题研究 4 项、主持辽宁省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大研究方向立

项课题、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省级课题 20余项、在《光明日报》《伦理学研究》

等公开发表论文 1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 5 部、论文获奖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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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带头人 

周军，男，汉族，1969 年 4 月出生，辽宁朝阳人，中共党员，现任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博士、东北师范

大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是沈阳市拔尖人才、辽宁省公务员培训教师、

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等问题。主要承担本科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政治理论专题研究》等课程；

研究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当代中

西方社会思潮》等课程。 

2012年荣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2013 年获教育部高校优秀中

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2017 年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

响力提名人物、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影响力人物，获辽宁省高校思政课“精

彩一课”一等奖。 

近几年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1 项、教

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任务项目 1 项、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等省级课

题 10余项；在《社会科学战线》《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理论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在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构》《中国城乡融合进程中农

村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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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带头人 

卢萍，女，汉族，1966 年 1 月出生，辽宁丹东人，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

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承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等本科通识课和专业课程，并承

担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研究领域

和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近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著作多部，主持承

担了多项省级科研项目，曾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辽宁省第二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等奖励。并荣获辽宁省优秀教

师、辽宁省教书育人“结对子”先进个人、“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沈阳师范大学

巾帼建功立业”标兵等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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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 

于洪波，女，1969 年 6 月生人，吉林永吉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硕士生导

师，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

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 

主讲本科生课程：《中国革命史》、《形势与政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导论》等，

主讲研究生课程：《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基本规律研究》、《中国现代化专题研究》。 

获得辽宁省思政课经典文章推荐活动一等奖，辽宁省思政课精彩多媒体课件一等奖，辽

宁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秀成果奖等荣誉。 

近年来，先后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课题 18 项，在《光明日报》、

《人民论坛》、《求索》等报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著作两

部，参与编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丛书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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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带头人 

王英伟，女，1978 年 4 月生人，辽宁盖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吉林大学博士，

东北大学博士后，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兼任辽宁省哲学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生态哲学。 

主讲的本科课程有《思想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等，主讲的研究生

课程有《科学技术哲学》、《生态哲学》、《中西思维方式比较研究》等。入选辽宁省高校

中青年优秀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荣获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大奖

赛一等奖、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微课等奖励多项，被评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近年来，主持教育部项目、省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

编写教材 2 部；先后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日报》《理论探讨》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二十余篇；荣获“全国优秀职教文章”、辽宁省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月青年社科优秀成果

等奖励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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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 

李馨宇，女，1977 年 8 月生人，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教授，辽宁大学博士，

吉林大学访问学者。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辽宁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选，辽宁省本科教学名师，沈阳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

才，沈阳市高层次拔尖人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意识形态问题。 

主讲本科生课程：《思想道德与法治》等；主讲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导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专题研究》等。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一等奖，辽宁省首届教师教学大赛特等奖，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微课”、“精品教案”、“精彩

课件”等多项荣誉。 

近几年来，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主持省级重点课题等十余项；在《人民

日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 CSSCI 期刊及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多篇

文章被《新华文摘》观点摘编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学术著作 1 部。科研成果先后获得辽宁省社科活动月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2 项、二

等奖 1 项，多次获得辽宁省哲学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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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学科带头人 

刘丽，女，1979 年 3 月，中共党员，副教授，哲学博士。辽宁省哲学学会会员。

伦理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承担本科生《思想道德与法治》、《哲学与人生》等课程，研究生《中国伦理思

想史》、《伦理学原著导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社会工程》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

为公民道德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 

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 10 余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专著 1 部，

参编著作及教材 4 部，著作及论文获奖 7 篇。并获得省教学能手、省青年教育科研骨

干、省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同时，也是省教改、省教学成果和省精品视频公开课

的主要参与人和主讲人。并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大创项目 1 项，省级项目 2 项，省级

一等奖、三等奖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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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以学科为依托，科研及教学成果突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

论教育导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50 余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

家主流媒体发表理论文章 17 篇，出版学术著作 60余部，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300

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4 项），获批经费 400 余万

元，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5 项。学科先后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5 项、省级教改立项 5 项、省级一流

本科课程 7 门、省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1 门、省级资源共享课 1 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

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

择优推广计划”、“辽宁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辽宁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等。获国家级教学大赛一等奖 2 项、省级

教学大赛一等奖 11项、省级“精彩一课”一等奖 6 项、省级精彩微课 7项。 

  

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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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院发展的落脚点和归宿，注重学

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优势互补、双向促进。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16年获评辽宁

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全省第一，2018 年获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2019 年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辽宁省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学生获得“挑战杯”、“创青春”等重大赛事国家级奖项 110 项、省级

奖项 230 项。14 名研究生获评省级优秀研究生，8 人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多名研究生

考取 985、211 院校博士。多年来，学科为中等教育学校、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党政

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平台建设。利用学科资源搭建学术平台，建设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辽宁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与研修基地、辽宁省中国梦战略思想研究会、

中共辽宁省委讲师团宣讲调研基地、中共沈阳市委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郭明义精神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省五老精神研究中心等。2019 年，

获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平台

建设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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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学科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实践优势，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服务。自 2013 年起，连续承办辽宁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7 年起承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论坛”，多次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积极开展理

论宣讲，学科多位专家是省委、省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沈阳市委及沈北新区讲师团成

员；2017 年，以学科团队为基础，成立沈阳师范大学讲师团，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理论宣

讲上千场次，受众 6 万余人，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

主流媒体发表理论文章 17 篇；积极参与咨政建言，所提交的研究成果在《咨询文摘》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