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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积淀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重庆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演变而来的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走过72年的风雨历程，在读
懂学生、读懂学校、读懂时代中继往开来，成为重庆市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承担着全校4.7万余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任务。

科研顶天立地、实力领跑全国，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软科认定为“中国一流学科”，拥有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发展中心（重庆大学）、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红岩精神重庆大学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称号。

学院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真理探索者、笃行奋进者，秉承“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宗旨，紧扣人才培养、
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四大主线”，致力于培育有大志、大德、大才、大任的“四大人才”，在诗与远方中展骐骥之跃，在修身正
行中悟人生之理，在善学乐思中精专业之能，在干事创业中担复兴之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肩负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供给、国家意识
形态安全巩固等重要使命，人才需求旺且缺
口大，如何培养和造就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高端人才？

循时代期待，育时代新人，重庆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以本硕博“一体化”蹚出人才
培育“优解路”：2022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获得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2023年，建成
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在本科、硕士、
博士三个阶段贯通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
才。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块‘整钢’，
需要一个长期、系统且逐层递进的学习与培
养过程，完成从浅学到深研、从底部到塔尖
的跨越。”院长冯颜利表示，重庆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把人才“缺口”视作发展“风口”，致
力于打造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样板间”，
从本科阶段夯实理论基础，挖掘科研潜质的
好种子，到硕士阶段综合考察科研能力、实
践能力，选拔素质全面、学思并重、践悟并举
的好苗子，到博士阶段在“学”上挖深井，在

“研”上攀高峰，在“人”上见成效，结出科研
课题的好果子。

通盘考虑、一体设计，本硕博一体化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人才培养的创新之
路。尤其在本科阶段起步即加速，学院紧扣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要求，对标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本科生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用
人单位的素质要求，构建了“学研践悟一体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即通过理论学习，
掌握学科基础知识、核心理论、研究方法；

“研”即通过学术研究，聚焦理论前沿、深拓
理论认知、提升创新能力；“践”即通过实践
锻炼，强化行动自觉、实践能力、综合素质；

“悟”即通过情感体悟，培育家国情怀、合作
意识、奉献精神。

学院立足“学研践悟一体化”人才培养
模式，结合学校“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人
才培养战略，倾力打造包含筑基计划、攀登
计划、贯通计划、协同计划、赋能计划和课程
教学体系、科研训练体系、贯通培养体系、协
同培养体系、实践育人体系的“5计划5体
系”，培养出专业的马院人、朝气的马院人、
前锋的马院人。

打造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样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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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头戴VR眼镜，手拿操
作手柄，穿越时空回到革命先辈的
青春年代，从视觉、听觉、感观等方
面沉浸式体会枪林弹雨下的革命信
仰……眼前这一幕出现在青年教师
刘倩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
史》课堂，她以VR设备开启“全实景
深度沉浸式虚拟仿真教学”，纵深式
挖掘党的理论深度，浸润式体验红
色故事温度，全景式呈现革命精神
维度，弹幕实时滚动同学们的观点
看法，引人入胜的同时达成深刻入
心的效果。

刘倩是思政骨干教师代表之
一。如今随着马院大家庭不断壮
大，学院已拥有专任教师67人，其
中，教授14人、副教授24人，讲师29

人。学院有博士生导师11人、硕士
生导师35人。

“人才强”全面赋能“发展红”，
学院让师资队伍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用有所成，构建起高水平人才队
伍雁阵：头雁领航，拥有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
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成员2人，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影响力提名
人物1人；鸿雁争鸣，锻造重庆市“英
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名家名
师 2人，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 1
人，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
出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1人，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1人；雁
阵齐飞，培养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1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
人选1人，重庆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名师1人，重庆市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1人。

学院将“引进来”和“请进来”相
结合，敞开大门的同时以“立己”促

“树人”，开展课程组集体备课、兄弟
院校“手拉手”交流学习、思政教育
教学专题培训、青年教师讲课赛课
等，分批次、分类别地培养现有的师
资队伍，孵化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骨干和学科精英。

心有归处，干有成绩。人才队
伍建设形式活、措施暖、成效实，让
教师队伍实现教研教学“双栖”，师
能师名“双收”，市内市外“双响”，口
碑奖杯“双赢”。

人才雁阵支撑学院发展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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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响，学生上讲台，老师坐课
桌，同学们制作的思政微电影在屏
幕上播放，一位教授生动还原电影
颁奖礼场景，用做教育实验的方法
来探索思政课教育教学规律。他是

“重庆高校思政课名师”——鄢显俊
教授。从事思政课教学35年，任教
足迹从云南跋涉到重庆，不变的是
教书育人的初心。

课外，同学们活跃在马克思主
义学院，所学变所思、所思促所行，
把党的声音传播到基层、传递给群
众，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
起来；入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灯火通明，老师们沉浸在学科研究
中，及时调整与更新教学内容及讲
授结构，让思政课程拥有新的“时代

表达”……
学院坚持教学与科研互促互

进，从“两张皮”到“一条链”，教学因
科研升级而深入浅出，科研随教学
相长而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并非束
之高阁，而是走向教学一线。近5年
来，教学成果挂满枝头，学院获得国
家“一流本科课程”、重庆市“一流本
科课程”立项，学院教师获得重庆市
思政课教师教学大赛特等奖等20余
项荣誉，孵化出智慧课堂、蓝墨云
班、雨课堂等特色品牌；科研成果满
庭飘香，学院教师获批项目共计10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0项、省部级
项目 6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300余篇，包含在CSSCI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100余篇，在《哲学研究》《马

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获省部级奖
励10余项。

“大课堂”支撑“大学问”，学院
以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制度标尺”，
划出教学新路、量出科研高度，课题
申报既增量也提质，尤其针对重大
理论课题开展集体攻关，推动科研
型教师在教师队伍中比例逐年增加
到50%以上，《建议筹建重庆技术创
新研究院，助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基地》《建议加快我市
与新加坡开展高校合作办学》等多
篇科研成果，提出具有原创性、引领
性、建设性的学术见解和理论主张，
发出咨政议政的智库强音。

科研进阶助力教学“撑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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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8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
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3软科中国
最好学科排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在群雄逐鹿中突出重
围，排名从前38%进阶到前8％，被
软科认定为“中国一流学科”，排名
位次为30名，较2022年排名上升
116名，在上榜位次可对比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学科中，进步位次排名全
国第一，列全国双一流A类高校、
985高校第18名。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
体系包括人才培养、平台项目、成果
获奖、学术论文、高端人才5个指标类
别，下设18个指标，共计70余项反映

学科竞争力的观测变量，从外到里
体检学科实力、见证蜕变升级。

建一流、强主干、瞄前沿，学院
围绕学科建设与提升，既重内驱生
长，也借他山之石：邀请复旦大学王
凤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教
授、刘建军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开展讲座，把“国之大者”和“民之
关切”结合起来，既有高屋建瓴的引
领，也有立足实践的指导；举办“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庆论坛”“重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坛”等全
国会议，以理论为舵、研究为桨，各
抒己见激荡思想浪花；组织“红岩讲
坛”深度挖掘学校发展史中的红色

基因，将其作为鲜活教材引导学生
汲取奋进力量，彰显时代韵味、红色
滋味、马院品位……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传播的
高地，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
研究、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刷新“高峰
线”、扮靓“风景线”，让思政“关键课
程”在“关键阶段”发挥“关键之力”，
激励广大师生真学、真懂、真信、真
行马克思主义，在投身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征程中贡献人才之智、
凸显马院担当。

王小寒 阳丽
图片由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供

排位前8％跻身中国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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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是重庆市委宣传部与重庆
大学的共建学院，是重庆市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硕士学位和学士授
权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宗
旨就是传播理论和弘扬真理，
多年来，学院始终坚守“姓党
为党”的政治本色，深研党的
理论精髓，广传党的思想要
义，在学校党委和相关部门领
导的指导和支持下，不断提升
学生成长力、师资专业力、学
术影响力、自身发展力，朝着
建成全国一流马克思主义学
院目标不断迈进！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
的指示精神，推进党的最新理
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马
克思主义学院发力教学改革
创新，引导学生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一是以创新为先，教学改
革走新更入心。学院在本科
生、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推行组织研究型教学，切实加
强课程思想性、理论性、亲和
力和针对性，把道理讲深、讲
透、讲活，提升课程建设水平
和育人效果；

二是以务实为要，社会实
践接地气、冒热气。学院汇聚
主渠道、主阵地合力育人，构
建“大思政课”工作格局，把思
政课堂从教室搬到实践基地，
把教科书扩展为鲜活的“红色
教材”，有效推进党的创新理
论“三进”，目前已与重庆红岩
革命历史博物馆、聂荣臻元帅纪念馆、巫山县
党校共建社会实践基地；

三是以主业为本，改进课程组集体备课制
度。学院建立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
化备课机制，与兄弟马院思政课教师“手拉手”
集体备课，充分发挥思政课建设强校和高水平
思政课专家示范带动作用，集中学习、群策群
力攻克教学难点、科研难关；四是以师能为矢，
引导教师从专业成长走向生命成长。学院组
织专兼职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邀请全国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名专家开设“名师示范课
堂”，以讲座、研讨会形式对思政课教学问题作
深入探讨，通过社会实践研修、全员培训、国内
外考察调研等途径，开阔学识之广、沉淀育人
之智，培养“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
生”。

学院的发展关键在学科，要以人才培养和
科学研究为核心推动学科建设向下扎根、向上
生长：

一是扩大人才“蓄水池”。学院海纳八方
人才，向青年博士广抛橄榄枝，力争在5年左
右引进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青年博士60名，并
不断厚培人才成长土壤，壮大青年骨干，形成
学科队伍枝繁叶茂之势；

二是遍开课题“向阳花”。学院加强课题
申报和结项，通过激励性制度建设和培育辅导
提升内驱力，通过课题申报辅导会和论证会赋
能外驱力，不断提升课题“量”的积累与“质”的
水平，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国家社科、教育部和
重庆市各级各类课题；

三是挥舞机制“能量棒”。学院坚持严管
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鼓励教师产出
具有国内外学术影响的科研“高质果”“精品
果”；

四是释放团队“聚能环”。学院针对重大
理论课题积极组建不同科研团队开展集体攻
关，对有影响力、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加大宣
传力度，推动教师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主阵地占据重要位置，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
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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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笔谈>>>

聚英才展骐骥之跃 行大道担复兴之任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紧扣“四大主线”培育“四大人才”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举办的学生红岩读书会活动

学院挂牌的研究平台与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