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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2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湖南省“国内‘双一

流’培育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排名 47 位，等级为 B；

在艾瑞森中国校友会发布的《2021 年中国大学学科评估报告》中

进入前 40 位方阵，办学层次为“中国高水平学科”；在中国软科

最好学科排名位居前 10%。学位点所在学院是湖南省首批重点马克

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师范类）是全国一流专业、

湖南省一流专业。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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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下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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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五

个二级学科，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本学科点有二级教授 11 人，博士生导师 29 人、硕士生导师

42 人，其中 45 岁以下的导师占 46%。导师团队中有国家“万人计

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骨干、

省青年英才、省优秀教师、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省新世纪“121

人才工程”人选、省高校学科带头人、省最美思政课教师、省青

年骨干教师（含培养对象）等 20 多人次；拥有湖南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基地、湖南

省党建理论研究基地、湖南省毛泽东研究基地、湖南省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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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地、湖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以及湘潭

市多党合作理论研究基地、湖南科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等

多个省、市（校）级科研和人才培养平台。

本学科点自 2011 年以来，取得了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

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一批标志性科

研成果。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译）著

60 多部；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研究》《中共党

史研究》等 CSSCI 来源期刊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

版）发表学术论文 300 多篇。

二、2022 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注重导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并重，以科研促教学。2022

年度新增博士生导师 5 人，1 人被评为湖南省最美思想政治课教

师，1 人获得全国“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思政）

优秀指导导师，师资队伍更加合理。绝大部分导师对科研有较高

的积极性，能够把科研与教学有机集合起来。本年度获得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4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4 项，湖南

省社会科学基金等省级项目 16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85 篇，其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导刊》等 CSSCI 源刊上发表论文 30

篇；获得省级教学与科学成果奖 3 项。在研究生教学过程中实现

集体备课制度，课程建设、课程组建设取得了可喜进步。组织了

博士生导师学术讲座 20 多次；导师参加党史宣讲、专题讲座 20

多人次；举行了博士研究生公开课 6 场次；移动教学课堂开讲 4

次；4 段微课教学视频获得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的好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名师工作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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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研究所在培养博士生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博士生的科研与

教学水平有比较大的提高。

2.坚持立德树人、注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研究生

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研究生

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的教育，严格制度，强化落实，整治不良学

风；组织学院研究生会学生干部座谈；召开了 2021 级博士研究生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专题会，注重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切实

关心研究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组织博士生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精神。

3.进一步落实与完善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改善研究生培养

条件。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出台了博士研究生推免制度、申请-考

核制度、考试制度，2022 年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严格导师考核招生制度，根据导师的科研水平、敬业精神、师德

师风等因素分配指导研究生名额。增加了博士生自修教室，博士

生的学习条件获得进一步改善。

4.严格研究生教育管理，坚持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作为工

作重点。一是持续加强学术诚信教育、学术道德要求和学术规范

指导，落实研究生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严格规范研

究生培养档案管理，确保涉及研究生招生录取、课程考试、学术

研究、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学位授

予等重要记录的档案留存全面及时、真实完整；二是加大了对研

究生科研扶持力度。本年度我方向点研究生共发表期刊论文18篇，

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 10 篇，在《光明日报》等国家三报一刊上发

表论文 1 篇。2019 级博士生熊耀林获得国家奖学金，2019 级博士

生熊耀林、黄宁花、姚二涛三人与 2021 级博士生蒋冲获得湖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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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优秀博士生，敬贵竹获得湖南科技大学优秀共青团员。2019

级博士生黄宁花获得湖南省第十四届研究生创新论坛湖南科技大

学分论坛二等奖、湖南省第十四届研究生创新论坛湖南师范大学

分论坛三等奖、湖南省第十四届研究生创新论坛湘潭大学分论坛

优秀奖各一次。2021 届毕业生王凯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湖南科技

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所有毕业学位论文抽检成绩均为优、良。三

是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挑战，组织完成了研究生

培养环节工作。上半年组织完成了 2019 级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工

作；下半年完成了 2021 级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等工作。

5.认真组织且顺利完成了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毕业研究生

相关工作，成功开展了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一是组织完成了

学院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与录取工作方案；组织完成了学院研究生

复试面试工作和调剂工作，2022 年学院共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术型博士研究生 15 人。生源质量稳中向好，招生规模适中。二是

认真做好学院 2022 届研究生毕业相关工作。有 3 位博士研究生顺

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三是成功举办了 2023 年研究生

招生直播宣讲会。10 月刘正妙书记担任研究生招生宣讲会主播，

就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历史沿革、办学力量、招

生政策进行了宣讲。据统计，共有 9900 多人次进入宣讲会收看直

播。宣讲会对于拓宽生源渠道，提高生源质量起到明显效果，2023

年报考“申请-考核”的博士生有 30 多人。

6.成功组织了第二届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专项计划博士研究

生教学技能大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究生学术、研学、社会实

践活动。（一）举行了博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2019、2020 级

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计划博士研究生参加了首届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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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专业专项计划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经过三轮角逐，1 位博士

研究生荣获一等奖，2 位荣获二等奖，3 位荣获三等奖。（二）组

织了丰富多彩的研究生学术、研学、社会实践活动。一是对招收

的同等学力研究生，统一安排了专业补修课；二是组织学院研究

生开展读书报告会，共举办博士研究生读书报告会 4 场次；三是

资助研究生外出参加学术活动以及出国访学，拓展研究生的学术

视野，本年度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研究生还是有 6 人次外出参加

全国性学术会议；四是邀请 20 多名国内知名学者在腾讯会议上举

行高端学会论坛，开阔博士生的学术视野；五是组织研究生进行

暑期科技实践活动，且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其事迹被湖南省、

重庆市多家媒体报道。

7.顺利通过学位点自我合格评估工作。本年度，根据学校和

学院的安排部署，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全体同仁精心

准备各项评估材料，认真对照评估指标总结成绩、查找问题，做

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顺利通过了校内外专家审核合格评估。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第一，师资队伍建设中高层次人

才青黄不接现象仍然存在，高层次人才缺口较大，个别研究生导

师科研积极性有待提高。第二，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待进一步

的完善。第三、优质生源比较紧缺，生源质量不够好，一志愿本

学科专业生源人数占比不高。第四，受疫情影响，国际交流不够，

研究生参与国际性会议的次数不多，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积

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五，研究生发表论文质量有待提高，高

级别文章数量还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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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3 年度建设计划

第一，加强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队伍的思想政治

素质、师德水平、科研能力和国际视野，积极培育和加强导师团

队建设。

第二，完善培养方案，统筹规划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

养方案，探索深度融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本硕博一体化培养

体系，整合多学科导师资源，全方位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进一

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招生规模，优化招生结构，提

高生源质量。

第三，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持续推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工程，继续推进系统知识教学、专题教

学和实践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培育研究生精品课程和教

学名师。

第四，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学术交流，扩大本学科的影响力。

第五，整合资源、积蓄力量，争取在 202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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