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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一、学科概况 

公共管理学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秋建立的南京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1953

年，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下设哲学教研组、经济学教研组和中共党史教研

组，承担全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历经政教系和马列部、经济法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

到今天的公共管理学院。1980年，马列主义教研室从政教系中分出，独立建制，设立哲学、政

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4个课程组，继续承担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

1982年，马列主义教研室增设自然辩证法教研组。同年10月，该教研组转入政教系。1988年，

马列室发展为马列主义教学研究部，同时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课程，并为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了若干政治理论课。

1991年，马列部和政教系联合获得中国革命史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公共管理学院是一个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一级学科的综合性二级

学院。学院下设即政治系、行政管理系，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全球化与东方社会主义

研究所、应用伦理学研究所等8个研究院所，拥有中共党史硕士点。 

二、师资队伍 

左用章，男，1949年11月生，江苏涟水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任南京师范大学机关

党委副书记，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周

恩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学科组成员、组长。1968年11月毕

业于涟水县中学高中部，后回乡务农。做过乡通讯报道员、水利会计、民办教师等。1973年9月

进入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76年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到

华东师范大学进修一年，1984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党建、中

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民主党派史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曾主持国家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和江苏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主持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1项。先后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飞跃》（主编）、《中国

共产党经济思想史论》（副主编）、《中国现代化曲折三十年》（主编）、《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的昨天和今天》（主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时代发展》（主编）、《毛泽东思想概

论》（主编）等著作及教材8部。发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周恩来

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开拓者》、《论邓小平对坚持和完善我国多党制度的贡献》等

论文40余篇，其中10篇载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先后获教育部颁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著作类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治学三等奖、获江苏省教委颁发的邓小平理

论研究论文奖一等奖、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王跃，1959年1月生，安徽人，中共党员。1982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专业77级本科毕业，

1990年北京师大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现任南京师大思想政治理论教研

部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师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

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学科专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研

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讲

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唯物史观、中国当

代社会主义改革、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等课程，讲课对象为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先后承担了江苏省政府“九五”社科规划课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研

     



究”；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课题：“经济较发达地区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党政关系完善

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主要代表作是：《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

（个人专著）、《解放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个人专著）、《毛泽东研究全书——著作

卷》（主编、合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意识变迁趋势》（论文）等。获得江苏省政府

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江苏省教委优秀社科成果奖1项。 

朱小玲，女，1956年生，汉族，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后留校工作。现为南京

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史硕士点带头人，政治系副主任，院教学委

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的教学和研究，高校教龄27年；先后主持两项江苏省政府科研项目、三项江苏省教育厅科研项

目、一项校“211”工程项目和三项校教改项目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两部、主持一部著作的撰

写和一部教材的编写；在国家权威、核心和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要代表作

有《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廉政思想比较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

究》《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研究的若干问题探析》、

《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理

论创新》、《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创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

新》、《抗战时期中共对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从社会心理看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

性》、《孙中山国民心理建设思想初探》、《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等。先后荣获江苏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苏省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先进个人、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教书育人奖、南京师范大学十一届优秀教学成

果一等奖以及第十、十二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要科研项目如下：1.中国共产党民生理论

与实践研究（09DJB002)，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9—2012；2.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廉政思想比较研究（B3-01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1—2004；3.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程建设与教学研究，（07SJB710049)，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07—2009；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创新研究(04SJD710006)，江苏

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4-2007。 

赵 晖，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江苏南京人，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现

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政治学会理事等职。1987

年7月，扬州师范学院政教系本科毕业；1990年6月，南京师范大学马列部中共党史硕士研究生

毕业；1990年7月—1994年3月，南京艺术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94年3月至今，南京师

范大学任教；1998年—2001年就读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近10年来，

专业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目前研究方向是政府绩效管理，发表论文40篇，出版个

人专著2部，主编教材1套，主持省部级课题2项，厅局级课题3项，获得省部级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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