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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特色

学院下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 2 个本科专业，

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院全面承担全校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关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是全国最早开

设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的单位，也是全国首批获得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拥有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全部 7 个二级学科及政治学一级学

科下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2 个二级

学科招收硕士和博士，同时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

流动站。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84 人。其中，教授 26 人，副教授 29 人，讲师 23 人，助理

研究员 6 人。教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 人、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1 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 人、

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择优培养计划”1 人、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

1 人、天津市优秀教师 2 人、天津市“131 工程”人才培养计划 10 余人、获天津市

五一劳动奖章 4 人、获宝钢教育奖 7 人；5 人入选新一届教育部教指委成员，5 人

参加新版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思政课教材编写工作；获“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

2019 年，学院入选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2021 年，获批全国高校思政课

“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南开大学 - 湖南省）和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我

院主办的思政课教学研究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创刊发行。2022

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虚拟教研室入选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获教育部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入

选天津市顶尖学科培育计划。学院还拥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研修基

人才培养格局齐整

高端平台合力育人

师资力量雄厚

84人专任教师 6 人助理研究员26人教  授 29人副教授 23人讲  师

优秀教师”称号 1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称号 1 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标兵”称号 1 人、“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影响力人物”3 人、“天津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人物”1 人。多名教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教育部思政课示范金课、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精彩一课”视频公开课大赛等活动中获奖，多名教师荣获各类南开大学教育教学奖。

习近平总书记翻阅我院领衔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教学指导方案（试行）》

焦点访谈专题报道：思政课：要“活”才能“火”

学院多位教师荣获首届南开大学教育教学奖 

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南开大学于 1997 年正式组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

国较早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高校之一。2016 年，学院成

为首批 9 所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之一。

    拥有科研平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南开大学 - 湖南省）

  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思政课教学研究学术期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虚拟教研室（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研修基地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基地

  天津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天津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协同创新中心

  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南开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牵头单位

  “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

地、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基地、天津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天津市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开大学党

内法规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平台，牵头推进“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建设。2022 年 3 月，

牵头成立了“大思政课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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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寄语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军人才，学院

本科专业历史悠久、师资雄厚、培养体系完整，学生拥有持续深造的机会与广阔的

发展前景。选择一个有信仰的专业，创造自己无悔的人生，南开马院等你来！

 咨询电话

022-23502579

扫一扫了解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网址

http://phil.nankai.edu.cn/

全面坚持“以本为本”办学方针。明确本科专业发展是学院的重要工作，举

全院之力办好 2 个本科专业，学院知名教授、资深专家均开设本科专业课程，

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探索理论真谛。

秉承开门办学理念，邀请本校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其他专业教师开设

课程，邀请北大、清华、人大、武大等其他院校名师开办讲座，以确保学生能

够直接聆听名师授课。

南开马院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2 个专业，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南开大学 1984 年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教育部批准首批开办该专业的 12 所院校

之一。该专业经过长期发展，于 2019 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科专业 2019 年开始招生，2020 年同样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两个专业采取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培养模式，形成了“双足并行、协同发展”

的办学格局。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秉承“宽口径、厚基础、精细化培养”的办学理念，

旨在培养具备坚定理想信念、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合理的知识结构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基础性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按照通专结合的原则，分基本理论、经典著作、历史演变、

实践发展四大模块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其大类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

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等。分流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必修

课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专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意识形态概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必修课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

理论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资本论》选读等。此外，还开设了政治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教育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现代政党政治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选修课程。

每年春季和秋季两期选派 4-6 名优秀学生赴境外大学交换

学习，鼓励学生围绕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

科学相关专业进行学习交流。开展“全球南开”本科教学

境外提升计划，资助学生赴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进行短

期访学、交流和科研训练等。

本科培养体系健全

   专业介绍

   全球合作    知名校友

50% 以上毕业生保送和考取硕士研究生；10% 左右学生

申请出国留学；30% 以上毕业生凭借个人综合素质在求职竞争

中脱颖而出，深受用人单位好评。求职方向主要为公务员、选

调生、高校、企事业单位等，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教育教

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管理工作和宣传文化工作等。思

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是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

拥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毕业去向

积极探索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学院通过配备学术导师、举办本硕博共同

参与的学术沙龙等活动，在为每位本科生提供个性化培养的同时，推进本硕博

贯通式培养。鼓励并推荐优秀学生通过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直攻博等方式进

行深造，成长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积极构建并完善本科课程体系，

推动本、硕、博课程有效衔接，打通影响一体化培养的关键环节。

师生同研现场

红色社会实践

持续推进“师生四同”育人模式。贯彻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在推进“师生同学、同研、同讲、同行”

中加深对学科、专业和社会的认识。学院下设红色记忆宣讲团、觉悟社、古琴社等学生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连年

荣获校级、市级各项荣誉，相关事迹被《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2019 年 12 月，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现场推进会在南开大学召开，孙春兰副总理出席并观看南开马院师生的教学示范展示。

王贺胜（1961 年 6 月—）

2004 年考入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

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

1984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天津

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天津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湖北省委常委、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现任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

王寒松（1958 年 10 月—）

1987 考入南开大学马列教学部科

社思想史（党建）专业学习，获法

学硕士学位，后获得中国哲学专业

博士学位，教授。1979 年 1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曾任南开大学团委

书记，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第二十届全国学

联副主席，第八届全国青联常委，共青团十四届中央委员，天

津市委教卫工委副书记，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市卫生

局党委书记兼任市委教卫工委副书记、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大

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学院举行国际青年学术研讨会，通过与境外学生的交流，

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升专业素养。

学院下设国际性学生社团，定期开展国内外青年学生的文

化交流活动，鼓励学生撰写论文，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培养模式

办学格局

办学理念

大类招生

专业分流

双足并行 协同发展

精细化
培养

宽口径
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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