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自 2007 年恢复招生以来，曾先后开设过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传播 3 个方向，鉴于学生报考情况及师资专业情况等综合因素，

自 2019 年始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向。

专业建设十几年来，师资团队教学方面奋发努力、精诚合作，精

心打造各类课程，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

科研方面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0余项，科研经费约 200

万；学生获得过国家奖学金、“双百”奖学金等奖项，教师指导学生

获得过北京市高校论文比赛的一、二、三等奖等奖项。

2、培养目标：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培养政治素质高、理

论方向明、具有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理论功底、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能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现实问题、

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的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得到相应的科研训练，较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综合运用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在

相关领域独立从事研究工作或实践工作，具有延伸和拓宽自己的知识

和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向

通过回顾中外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的历史，特别是通过传播

主体、传播文本、传播路径、传播模式、传播方法、传播效果的探讨，

总结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规律、传播经验和教训，探讨其理论与现实问

题，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的机遇和挑战，探讨

网络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深化当代的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该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受十七大提出的“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启发，结合我校传播学的优势学科设置的方

向，此方向的设置为全国之首。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其中 2 位教授；2 位

副教授；1位破格提拔的导师。

本专业教师承担以下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马

克思主义传播史论”；教育部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资助项目“指

导学生案例体验的方法设计”；教育部青年项目“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的行动者网络构建与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研究”；北京市教工

委项目“思政课的“小环节”与“大道理”——引领学生体验案例制

作研究”；北京市教工委“杨帆资助项目”“回归与超越：马

克思工业革命理论与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建设”；北京市教

工委党建项目“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在高校党建工作中的作



用研究”；校级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双一流”项目、教

改项目、课程建设项目等若干。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论、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研究等。

2、科研平台

科研机构“2 个基地、2个中心”：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基地；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

义传播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协同创新中心分中

心；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中心。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获奖：

李淑文：2018 年指导研究生刘婷参加“北京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学术论文征文比赛”，论文获硕士生组一等奖。

李淑文：2018 年指导研究生张彬参加“2018 年北京高校师生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术论文征文比赛”，论文获硕士生组二等奖。

李淑文：2017 年指导研究生白宇参加“北京市第九届“挑战杯”

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学术论文三等奖。

王锦刚：2017 年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新时代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主题征文奖。



王锦刚：2016 年获“北京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术论文

征文比赛”教师组一等奖。

张寒：2016 年获第五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优秀博士后

学术成果奖。

优秀期刊论文：

张付：“尊重—不伤害”：网络时代传播伦理的基本原则，中国

社会科学报，2016.06。

张付：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文献综述，齐鲁学刊，2015.09。

李淑文：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出版

发行研究，2019.05。

李淑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特点与时代价值

(1899-1919) ，广西社会科学，2019.06。

李淑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学生案例体验的困境和路径，

北京教育（德育），2019.06。

李淑文：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及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启示，

环境保护，2018. 10。

李淑文：低碳发展视域下的绿色金融创新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2017.05。

王锦刚：碎片化阅读对人的生存的影响——从报纸用户到手机用

户的阅读行为的考察，东南传播，2019.05。

王锦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文艺、廉洁思想的文本研究，

新闻研究导刊，2018.01。



王锦刚：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廉洁文化的思考，学理论，2017.07。

王锦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输入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

究（第 2 辑），2016.11。

张静敏：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与成效，马克思主义传

播研究（第 2 辑），2016.11。

张寒：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系与实践路径研究，理论月刊，

2017.10。

张寒：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模式研究——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学理论，2017.06。

张寒：大学技术转移组织机构的制度化及其演化，自然辩证法研

究，2017.02。

4、学术交流

本学科教师参加教育部、北京市以及外省市的科研机构、高校组

织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已是常态，也有

参加境外相关学科学术交流的经历。

五、毕业生就业去向

除出国深造者外，本学科毕业生主要分布在政府机关的党政部门，

国家和地方的媒体机构，以及国企、外企、民企等单位，也有相当部

分的毕业生担任高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及行政岗位的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

一、专业概况及培养目标

1、专业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 2018 年设立的专业方向。今年，本专业

整合全院力量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方向。

本专业有 7位老师，其中教授两名，发表相关领域的论文和专著多篇

（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网络安全国际规范与中国战略选择研

究》）一项，其他级别基金多项。

2、培养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富有历史、正在实践并且未来广阔的实

践领域。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在理论学习、外语学习和文字能力提升

的基础上，塑造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将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的高层次、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打下基

础。

二、研究方向和内容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本专业方向研究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习近平外交

思想、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

三、师资队伍

本专业教师大多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 2

位教授，2 位副教授。本专业导师团队结构合理，梯队层次分明。从

年龄上看，老中青结合，其中有 2 位教师是 60后，2位 70 后，3 位



80 后。本专业导师团队有较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导师团队主持的项

目有 20余项，经费近 60万。

其中，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安全国际规范与中国战略

选择研究》，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为网络强国战略为遵

循，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为指针，正在网络安全国际规范领域进行扎

实的研究。

四、人才培养

1、主干课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读、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习近平治国

理政专题研究、习近平大国外交思想研究、网络强国战略思想、习近

平新时代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政党政治研究、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导读

2、科研平台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

学研究基地、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

3、获奖及优秀期刊论文、发明专利等

本专业教师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多篇。



4、学术交流

本专业将为学生提供校际访学、参加会议的机会与便利。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1．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的基本内容。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在新时代的思想

旗帜。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内容、规律、功能、方法等

方面不断守正创新。因此，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经验

的基础上，本方向致力于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研究、

全媒体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精神培养研究、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网络时代的伦理道德研究、新时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教育规律与特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等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在于使学生既能掌握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

基本理论与方法，又能结合新媒介、新载体、新渠道开展相关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本研究方向将基础性研究与前沿探索紧密结合，基本理论研究与

对策性研究相结合，发挥院校优势，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不断推向前进，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普及和传播



服务。教学重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

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大众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经典著作

研读、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研究。

2．媒体融合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

媒体融合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关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

的飞速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紧紧把握全媒体的整

体走势和行业取向，依循媒体融合总规律，顺应时代脉搏，从政策层

面、内容层面、传播层面和效果层面展开对学生的学术培养、思想教

育和课程教学，使本专业学生可以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

础上，运用新的视角和观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象、新问题和

新领域，从而培养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才。

本方向的研究特色为：（1）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

（2）媒体融合发展研究；（3）传媒政治研究。

本方向的教学重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读、思想政治教育原

理与方法、政治学经典著作研读、传媒政治研究、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