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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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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于1990年10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1月获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博士授予权。1991年该学科被确定为湖北大学“八五”校级重点学科，1996年被确定为湖北省“九五”省级重点学

科，2006年继续被确定为湖北省“十一五”省级重点学科。经过10余年的建设，学科队伍不断壮大，教学和科研成果显

著，研究方向上已形成特色。 

    学科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3人，博士和在读博士5人，其中校内特聘教授1人。 

    学科科研人员先后出版著作10多部，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出版；《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的发

展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校灵魂工程——新世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瞻性研究》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德育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

社2003年版；《信：立身处世的支撑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邓小平人才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学科科研人员先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中国青年研究》《人文杂志》《理论探讨》《探索》《求

实》《理论与改革》《教育探索》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10余篇。其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和部分转载的论文达60余篇。 

    学科的科研成果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5项，获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全国性学会、省级学会

奖50多项。 

    学科科研人员近五年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主持承担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省教育厅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各类横向项目26项。 

    该学科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下设（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新时期思想政治

教育特点与规律研究；（3）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点下设( 1)思想政治教育

原理与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方向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点

和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及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及其应用与发展。（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规律和方法，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领导及管理。（3）中外德育研究。中外德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德育的基本原理、特点、规律和方法，中外

德育的特点、规律、内容、方法及其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德育及其现代化研究。 

    该学科拥有杨鲜兰、康志杰、杨业华、王体正等教授，以及一批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和博士组成的学术团队，紧跟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新发展，正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力推动该学科更快发展，更好地服务

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该学科已形成以下特色。该学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建设的理论为指导,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

了以下四方面的特色。一是从传统德育的现代化研究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诚信的传统意义与现代价

值、传统“仁爱”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价值，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当代中国、西方价值观念与

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问题；二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

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结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初步勾勒出

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的理论框架。三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入手，深入探讨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

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问题。四是从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入手，探索

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探索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环境建设、文

明社区、武汉人形象的模式选择与重塑、考生道德建设等问题。 

    该学科的学术地位：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及学术骨干在跟踪学术前沿、集中研究传统德育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

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传统德育的现代

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已出版《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等学术专著，在《光明日报》等权威

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其中《传统“仁爱”思想在当代教育中的价值》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年8月31日。

这方面正以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多项省厅人文社科基金来带动其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方面，已完成多项省厅

 



级社科基金，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十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面，已出版

《高校灵魂工程——新世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前瞻性研究》等学术专著，已完成多项省厅级社科基金，在《光明日报》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这方面正以二项省厅级社科基金来带地动其研究。在思想道德建

设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已出版《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等学术专

著，《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于2003年分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这方面正以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三项省厅级社科基金来带动其研

究。 

    该学科的作用和意义：该学科从传统德育的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等思

想政治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研究入手，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理

论探究与创新，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与

道德建设的理论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建设提供

理论指导。传统德育现代化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德育的现代转型与重构，而且对于新时期的德育工作有

现实指导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不仅初步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的理论构架，而且对于当

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具有指导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的成果则直接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推动了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为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均进行了有益

的创建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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