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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前身是西北大学师范学院1952年设立的政治教育专修科和陕

西师范学院1956年设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1954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建制为西安师范学

院。1960年初，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学院合并，组建陕西师范大学；与此同时，西安师范

学院政治教育系也与陕西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合并，成立了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政

治教育系于1994年更名为政治经济学院。2000年6月，学校决定将政治经济学院和马列主义理

论教学部合并，成立新的政治经济学院。从1952年开始办学至今，学院共培养专科生、本科

生、研究生15000多人，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才，成为西北地区

惟一的包括专科、本科、双学位、教育硕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函授教育在内的教育

层次齐全、学科优势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学院现有中共

党史等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 

二、 学科建设 

党史研究方向有：1.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2.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3.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现代化研究。 

课程设有： 

专业学位课：（1）中共党史专题研究；（2）党的建设专题研究；（3）中国马克思主义专

题研究；（4）中共党史文献研究。 

研究方向课：（1）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方向：①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研究；②中国共产

党理论资源与理论视野研究；③中共理论教育研究。（2）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方向：①党

史党建前沿问题研究；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体系研究；③中共执政史与执政经验研究。

（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方向：①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史研究；②现代化专题研

究；③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                         

三、 师资队伍 

马启民教授,男,1953年生,陕西杨凌人,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留校在政治

教育系任教,1985年在职攻读陕西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

1990年至1993年在瑞士洛桑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留学,主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方向。

2000年至2001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做高级访问

学者,主攻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2002年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

年在武汉大学获中共党史专业法学博士学位。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陈答才，男，1955年10月生于陕西蓝田。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980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84年毕业后

留校任教。1987年在职考入该校硕士研究生，1990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

学中外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中国著名现代史专家彭明教授，研读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1995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回校工作。1996年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12月至今先后任马列教研部(经济贸易系)副主任、政治经

济学院副院长。现兼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哲

学社会科学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主要讲授课程：1、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毛泽东思想概论（公共课）；3、中国近现代史（公共

课） ；4、周恩来研究（公选课）。课题：1、文科教学方法手段改革研究——提高文科教学绩

      



效的方法与实践研究，2002年，主持人，陕西21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改革工程。2、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研究，国家体育总局，2004年，主持人。3、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西部

大开发思想研究，陕西省课题，2003年，主持人。4、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对策报告，陕西省课题，2007年，主持人。著作：《中国共产党开发西部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三讲”思想与整党整风史研究》（合

著，第一作者），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周恩来研究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论文：1. 周恩来的陕西情论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2. 科学发展观视

野中的西部大开发 ，党的文献，2009年第2期。3. 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马克思主

义研究，2009年第1期。4. 周恩来与陕西“文化大革命”，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报，

2007年第4期。5. 《论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 论周恩来精神的当代价值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7. 对党的文献中“肤施”

与“延安”两个地名的订正 ，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启示 ，

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9. 机智、果敢、艰辛的104天——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中的卓越贡献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7 年第2期。10. 中共党史学科的功能与现状——兼

谈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11. 中共八大的民主会风是怎样体现

的 ，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12. 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宗教，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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