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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李明

职    称：  教授

所 在 系：思想道德教育系

学术兼职：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理事（2014）
2.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常务理事（2014）
3. 北京高教学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常务理事（2012）
4. 中华职教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2011）
5. 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区域经济研究所专家组专家、顾问（2011）
6.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2005）
电子邮箱：lm789@263.net

二、主要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三农”问题

三、教育经历

1981.9-1985.7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田水利系读大学

1990.7-1992.7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班在职读研究生

1999.9-2003.7  中共中央党校在职攻读科学社会主义博士学位

2005.3-2005.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中共中央党校）

2007.3-2008.3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第一期研修班（清华大学）

2010.7-2010.8  北京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

2012.4-2012.5  中央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45期

2012.5-2012.5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第32期

四、工作经历

1985.7-1990.7   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党委办公室    党委秘书

1992.7-1994.11  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师，党总支副书记

1994.11-1996.11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讲师，党总支副书记

1996.11-2002.11 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副教授，党总支书记

2002.11-2006.5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教授，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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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5-2009.6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        教授

2009.6-2012.3   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教授，系主任，党支部书记

2012.3-2015.12  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教授，思想道德教育系党支部书记

2015.12-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思想道德教育系党支部书记

五、主讲课程

本科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硕士研究生：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专题

2. 中国共产党“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研究

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4. 政治学

博士研究生：主持“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六、发表论文

1. 经典恒久远，精神永流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8
（4）

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新体系首次运行实施的经验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增1）
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运行体系创制，高等农业教育2009（7）
4. 增强适应性，提高实效性——中国农业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调查及初步分析,

北京教育2010（德育）（1）
5. 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历史经验和创新发展的基本策略，高等农业教育2012（4）
6. 弘扬井冈山精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发展，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7）
7. 辨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两个转化”中的若干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12(10)上
8. 基于问题意识的博士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性课程建设，教育与职业2014（21）
9. 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与传播,前线2013（6）
10. 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教育的思考,高等农业教育2013（10）

七、出版著作/教材/编著/译著

1. 主编《形势与政策》（第8版）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北京市级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学习手册《与你同行》     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   2009年

八、主持科研项目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三农”(2002)
2. 学校党建和思想工作研究课题“美国高校思想教育及其启示”(2002)
3. 学校教改立项课题：我校“两课”教学内容、方法与考试改革研究（2004）
4. 中国农业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优质精品课程建设（2009）
5.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实践与探索（2011）
6.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基于问题意识的博士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性课程建设

（2012）
7.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以对话性学习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课堂构建（2014）
8.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研究生对当前若干重大政治问题认知研究

（2015）
9. 2016年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习近平“三农”战略思想研究

10. 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新发展理念（2016）

九、获得省部以上奖项

1. 2015年3月，入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2. 2014年11月，获得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颁发的“2013-2014年度北京高校优秀德育工作

者”荣誉称号。

3. 2014年11月，《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获得教育部全国农林高校社科管理协作组颁发

的“第五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论文一等奖。

4. 2014年9月，《从独白式授课到对话性学习——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课堂》获得由教育

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分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

“全国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研究百题（第二期）征文”优秀奖。

5. 2014年7月，《十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现实困境和前景

出路——以农林高校的观察视角》获得全国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协作组颁发的2014年全国农

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6. 2014年4月获评由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组

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3年度影响力人物”。



7. 2013年6月，《论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要求教育》获得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协作组颁发的2013年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8. 2012年5月，《农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经验与发展趋向》获得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2012年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讨会”论文二等

奖。

9. 2011年12月，负责教师团队（1/3）指导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模式研究》获得中共

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颁发的“2011年首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二等奖。

10. 2011年11月，获得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11. 2011年9月，获得北京市教育工会“北京市教育先锋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12. 2011年9月，作为主持人(1/6)的中国农业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团队被评为“北

京市教育先锋先进集体”。

13. 2011年5月，《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建构与创新发展》获全国农林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协作组颁发的“全国高等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讨会”论文一等奖。

14. 2010年12月，主讲党课《党的纲领与青年人生》获评中共北京市委教工委、北京高校党校协作

组组织的首届北京高校入党积极分子“精品一课”。

15. 2010年9月，《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读经典”学习方法的调查与启示》

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德育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暨首届全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

究”征文一等奖。

16. 2010年3月，《波澜壮阔一甲子，风雨历程六十年》获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与《今日

浙江》杂志社举办“中国道路探索——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优秀奖。

17. 2009年12月，党课教案《俺爹眼里的科学发展观》获得人民网、党建文汇、中国人事报社等组

织的全国优秀微型党课教案征集评选活动优秀奖。

18. 2009年12月，获评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组织的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学案例。

19. 2009年5月，作为课程主持人（1/5）主持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获评北京市级精

品课程。

20. 2009年1月，《经典恒久远，精神永流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获得中国马克

思主义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论文二等奖。

21. 2008年11月，主编《形势与政策》（第八版）（1/15）获得了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颁发的第八

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二等奖。

22. 2008年3月，《把握大局，分析态势，关注时事，了解政策——中国农业大学“形势与政策”

课教育教学实践与发展》获得教育部社科司、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颁发的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

课教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

23. 2006年10月，论文《高校德育的转型与人文素质的发展》获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研究会2004—
2005年度优秀论文三等奖。

24. 2006年7月，《党的先进性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1/5）获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颁发的北

京高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优秀论文一等奖。

25. 2005年7月，《利用教育培训开发农村人力资源》（1/2）获得中国农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

优秀论文二等奖。

26. 2005年7月，论文《“三农”问题与农村治理》（1/2）获得中国高校学术国际研讨会、中国论

文国际检索中心颁发的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27. 2004年12月《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提高党在农村的执政水平》获得中国领导科学研究

会、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学学会颁发的全国领导科学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28. 2004年3月，获得北京市总工会颁发的2003年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活动“教育创新标兵”。

29. 2003年《美国高校思想教育及其启示》获第四次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学生工作研究会论文一等

奖。

30. 2002年5月，获得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颁发的北京市“灵山杯”优秀报告（党课）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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