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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社会发展学院（社会科学部）设有中共党史硕士点。学院现设有哲学、历史学（师范）、思想政治

教育（师范）、档案学、社会工作等5个本科专业，并承担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哲学

课程群》是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课程群，《中共党史》是江苏省普通高校一类优秀课程 ，《中国现代

史》是江苏省二类精品课程。历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校品牌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学

院专业办学历史悠久，历史学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别有5 0多年和4 0多年的办学历史。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与教学

论（历史教育）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是校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伦理学等研究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二、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专业隶属政治学一级学科。根据本学科覆盖面较宽的特点，设置的研究方向主要

有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政治及政党制度、党的领导与管理、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民主与法治思想等五个方向。其主要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见下

表。 

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 

一级学科名称 政治学 学科代码 0302 

二级学科名称 中共党史 学科代码 030204 

序号 研究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范围及内容 

1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 

  主要研究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科学体系及各领域的主要内容。 

2   中国政治及政党制度 
  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及

完善。 

3   党的领导与管理 
  主要研究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和管理的思想

以及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发展和改革的历史经验。 

4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

会现代化 

  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现代化的理论

及实践。 

      



开设课程有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与法治思想研究、党的

领导与管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等。 

三、师资队伍 

刘 诚，1 9 4 9年2月生，江苏省射阳县人，中共党员，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校重点学科中共党史学科带头人。1 9 8 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政

教系，获硕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外政党制度研究及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讲中国革命史，曾分别获江苏省普通高校一类优秀课程奖、二

类优秀课程奖。多次获校、院大学生“双学”活动优秀指导老师荣誉称号。近1 0年来，出版个人专著

1部，合著3部，发表论文5 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近2 0篇，并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录。主

持部、省级研究项目6个。1 9 9 4年以来，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获江苏省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一项，其他科研奖1 0余项。1 9 9 8年3月被江苏省总工会授予“省岗位女

明星”称号，1 9 9 9年获省教委颁发的“红杉树”园丁奖银奖。  

周建超，男，江苏金坛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社会发展学院院长。1 9 8 8年毕业留校任教。

1 9 9 3年考入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 9 9 6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京大学历

史学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 9 9 9年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江苏省高等学校“青

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

命的研究。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科学研

究》、《江海学刊》、《历史档案》、《近代中国》（台湾）等杂志上共发表学术论文8 0多篇。出版

专著《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合著《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研究》、《青春热血五十年》等

多部。曾获江苏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四届江苏省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江苏省中共党史优秀成果一等奖、扬州大学优秀课堂教学质量

一等奖、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教师。主持和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1 0多项。 

周一平，男，1949年11月出生于上海，中共党员，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现为扬州

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社会

发展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学位点主持人，《一平文库》主持人。1977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

大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86年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

晋升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曾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研究。1988年以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

代史及史学史的研究与教学。1988年以后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史学史、执政党建设、中国政治

制度史、中国政党史、政党政治等的教学与研究。曾作为第二、第三主持人参加国家社科项目2

项，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省部级社科项目3项。获省部级社科奖一等奖1项，三等奖4项。目前在

研项目2项。已出版《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毛泽

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

学》、《邓小平生平研究史》、《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

理论》等著作十余种。其中《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被多所高校作为中共党

史专业研究生的教材。在《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

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新华文摘》转载、转摘。 

费迅，男，1 9 5 5年7月生，江苏扬州人，教授。1 9 8 1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其后一直在

本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

现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共党史硕士生导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担任过扬州师范学院马

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扬州大学政法学院（社科部）副院长、副主任，扬州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目前

主要社会兼职有江苏省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新四军暨华中根据地研究会理事、扬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

长、扬州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主要业务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

义建设理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和改革。合做出版著作《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学生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飞跃》、《毛泽东思想发展事典》等1 0余部；

《毛泽东思想发展事典》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二等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研究》获中国革

命史中青年学术奖二等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飞跃》获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张闻天抗日统战理论与实践》获江苏省中共党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

理论研究》获扬州市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江苏社会科学》、《江汉论坛》、

《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党史研究》、《民国档

案》、《民国春秋》、《党史文苑》、《群众》、《扬州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 0余篇；

“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改革”获扬州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毛泽东思想概论”获扬州大学课堂

教学质量二等奖，“毛泽东思想概论”获扬州大学重点课程建设评估二等奖；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共

产党员、扬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 0 0 4年获扬州大学优秀教师称号。 

5 
  中国共产党民主与法

治思想 

  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民主

与建设法治国家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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