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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钢涛，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三级（国家），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

育与社会发展、中共党史党建

电子邮箱：jiagangtao@126.com

教育背景：先后求学于武汉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期间先后在陕西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任教。

其中，2014年7月-9月，2015年1月-2月短暂赴美在UNC、Duke等校访问。

研究领域：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研究，聚焦延安时期革命史、毛泽东农

民教育思想、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等历史与现实问题，致力于一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

社会兼职：国家社科基金（党史·党建）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审专家，中国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陕西省科技计划评审专家，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科

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人文英才。

主要成果：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陕西省软科学、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项

目等，承担完成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排名第2），出版学术独著3部，参编多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党史研究与教学》《理论探

索》以及《学习时报》《光明日报》等核心报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承担省部级课题以上10余项：

1.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结项良好；

2.主持完成2018年度教育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基于问题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多维体系研究；

3.主持完成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乡村振兴的陕西农业特色小镇建设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4.主持完成陕西省青年人文英才计划；

5.主持完成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新时期陕西农民科技教育研究；

6.主持完成其他陕西省社科联、社科基金等8余项。

出版专著：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1935-1948）》，独著，人民出版社，2018.12.

2.《陈独秀思想研究新论》，独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09.

3.《嬗变与重塑：毛泽东农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1949-1966）》，独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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