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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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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等级为 B；在艾瑞森中

国校友会发布的《2023 年中国大学学科评估报告》中进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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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获批新增设一级学科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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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本学位点有专任教师 53 人，高级职称 53 人，教授 38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 50 人，二级教授 11 人，博士生导师 37 人、

硕士生导师 53 人，其中 45 岁以下的导师占 46%，教授占 72%，

具有博士学位的导师占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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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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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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研究基地、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湖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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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位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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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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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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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诚信教育，严格制度，强化落实，整治不良学风；组织学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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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会学生干部座谈；召开研究生主题班会，注重研究生理想信

念教育、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安全教育，切实关心研究生身心健

康发展；组织博士研究生积极开展社会理论宣讲活动；加强研究

生党支部建设，规范博士生党员组织生活，定期组织博士生深入

学习党和国家最新发展战略、政策。 

2.进一步完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严格执行各培养环节要

求。为各年级博士研究生配齐了班主任，加强博士研究生的日常

管理。严格规范执行各培养环节要求，完成了 2019 级博士研究

生的预答辩、答辩工作；完成了 2020 级博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工

作；完成了 2022 级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试等工作；组织了 2 场

次博士研究生公开课。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点往届学

位论文的整改工作，对博士生培养环节、学位论文等进行自查自

纠。承办了学校首届研究生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比赛。 

3.注重导师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并重，以科研促教学，进一

步加强导师组课程教学。2023 年度有 1 人获得教授资格，3 人获

得副教授资格；引进博士 5 人；1 人获评湖南省最美思想政治课

教师，1 人获评湖湘青年英才称号；4 位导师指导的 4 名全日制

学科教学（思政）硕士研究生分别获得全国“田家炳杯”教学技

能比赛二、三等奖，并获评优秀指导教师。绝大部分导师科研积

极性较高，注重将科研与教学有机集合。本年度获得教育部重大

项目 1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4 项，国家社科基金思政

专项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3 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

等省级项目 9 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123 篇，其中在

《思想政治教育导刊》等 CSSCI 源刊上发表论文 26 篇；获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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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教学与科学成果奖 3 项；获得省级研究生思政课程教学竞赛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在研究生教学过程中继续坚持集体备课

制度，课程建设、课程组建设取得了可喜进步。进一步优化了课

程组教师团队，努力整合每位老师的研究专长，课程组实行老中

青传帮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导师参加党史宣讲、专题讲座

20 多人次；移动教学课堂开讲 8 次。 

4.严格研究生教育管理，努力为研究生提供更好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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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大对研究生科研扶持力度，积极组织博

士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为博士研究生创设浓厚的学术研究

氛围。本年度本学科点研究生共发表期刊论文 30 篇，其中 CSSCI

期刊论文 22 篇，2020 级博士生杨希双获国家奖学金，2019 级博

士生熊耀林获省级优秀毕业生，娄文浩获省湖南省第十六届研究

生创新论坛三等奖，张佳雨、聂兴旺获湖南省第十六届研究生创

新论坛二等奖，侯钰婧、刘之琪、杨希双获湖南省第十六届研究

生创新论坛一等奖。胡琪鹃、上官知立、杨希双、张佳雨获湖南

科技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所有毕业学位论文抽检成绩均为优、良。 

5.认真组织、顺利完成了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毕业研究生

相关工作。一是成功举办 2024 年研究生招生直播宣讲会。二是

顺利组织完成了学院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制定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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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学院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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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学院共招

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型博士研究生 16 人。生源质量稳中向好，

招生规模适中。三是认真做好学院 2023 届研究生毕业相关工作。

14 位博士研究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6.成功组织了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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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级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计

划博士研究生参加了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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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组织了丰富的研究生学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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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 人外出参加学术论坛，并向会议组提交了论文

材料；四是邀请李捷、厉声、蔡曙山、王永贵、孙伟平、白显良

等知名学者来学院做客湘江高端学术论坛 6 次，举办各类讲座

14 场，开阔博士生学术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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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迹被湖南省多家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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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待

进一步的完善。第二、优质生源比较紧缺，生源质量不够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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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本学科专业生源人数占比不高。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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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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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第一，修订培养方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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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生源结构，

提高生源质量，全方位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第二，继续深化教学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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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学术交流，扩大本学科的影响力。 

第四，整合资源、积蓄力量，争取在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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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