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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 

一、学科概况 

   治与社会发展学院设有中共党史硕士点，属于山东省重点学科。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

共党史学科的韩泰华、徐宝庆、吕明灼等先生在各自的相关研究领域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是该校中共党史学科点的奠基者。正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学术

积淀作基础，经过几代人的执著追求，中共党史专业在国务院学位办第8次博士硕士点申报中被

增列为硕士学位授权点，实现了山东省中共党史硕士点零的突破。   

学院现在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行政管理3个本科专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博士学

位授权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授权学科，有中共党史、政治学理论、伦理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等5个政治学和哲学类的硕士点，形成了具有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分布比较广的学科群，为中共党史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发展基础。 

二、学科建设 

    目前，中共党史学科主要有三个研究领域：（1）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主

要学术骨干有李安增教授、孙文亮教授、王立胜教授、张晓琼教授、刘冠军教授等。（2）中国

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研究，主要学术骨干有宋焕新教授、李兆祥教授、袁景华

教授、杨春梅副教授、王曰美副教授等。（3）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理论研究，主要学术骨干有

郑曙村教授、刘煜教授、张英魁副教授、孔德永副教授等。 

    在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方面，学科点教师秉承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古训，积极探

索研究生的培养方法，同时还虚心学习和吸取其他院校中共党史点的经验，采取了导师负责制

和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模式，既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又拓宽和开阔了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

学术思路；我们还聘请了国内许多著名学者不定期地来学校为研究生上课或作报告，受到了研

究生的欢迎。 

三、师资队伍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得到学校及学院的大力支持，现有教师16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5

人，讲师2人，其中有博士学位的7人，有硕士学位的7人；50岁以上的教师2人，40岁左右的教

师已经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可以说，这是一支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专业分布比较均

衡，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学术队伍。 

李安增，男，1962年10月生，山东省青州市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86年曲阜师

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92年晋升讲

师，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主要学术兼职，山东省邓小平理论研

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山东省“百人工程”理论人才，山东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师“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副

秘书长、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委员。近几年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5门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专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

平理论的研究工作，著、主编、参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的艰辛探

索》、《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1976—1982年当代中国史》等论著10余部。在

《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文化大革命”成因的法制因素探

析》、《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形成之历史考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

     



《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思考》、《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及启示》、《邓小平发展理论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等学术

论文70余篇。先后承担《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发展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研究》、《中

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与战略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研究之：执政经验与基本范

畴》等多项教育部、山东省课题。论著、文章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3次、山东省教

育厅一等奖次。  

李兆祥，男，1965年12月生于山东即墨，教授。1987年7月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后赴兰州大

学师从朱允兴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1990年6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曲

阜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先后任教、任职于马列部、成人教育学院、研究生处。

期间于2003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先生

学习近代中国外交史，并于2006年7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进入武汉大学法学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现任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先后为研究生、本科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

《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及《中国近代史》等课程。科研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近

现代史、儒家教育思想等方面，出版著作《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研究》、《邓小平理论论

纲》、《儒家教育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论》（二人合作）、《一代公仆刘少

奇》（三卷，多人合作）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大辞典》、《社会发展史》、《中

国革命史论纲》（二人合作），参编《中国革命史教学与研究》等著作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1项、博士后基金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山东省教育厅科研

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3项；在《民国档案》、《齐鲁学刊》等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的教学、科研项目曾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次（2001年），省社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次（2005年）、省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1次（2001年）。 

薛凤伟，女，1979年1月出生，讲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共运专业，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东欧与中亚，现从事党史专业教学。论文有：1、《20世纪社会

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谷的文化探析》，发表于《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全国社科核心

期刊）。2、《欧洲联盟：对中国的共同战略》（译文），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

期，另见《亚欧通讯》特刊，2002年4月。3、《中东亚新环境下的俄美关系》（译文），发表

于《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4、《苏联集体农庄与中国人民公社的比较》，发表于《聊城

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5、《中俄农业经营方式改革比较研究》，发表于《许昌师专学报》

2002年第6期6、《论我国法律精神与道德精神的整合》，发表于《兰州学刊》2002年第6期。 

袁景华，女，1953年7月生，山东兖州市人，教授。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4年晋升为副

教授,2001年被评聘为硕士生导师,2003年晋升为教授。专业方向:中共党史理论、毛泽东思

想、民主党派史理论研究.教学情况:，多年来先后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开设的主要

课程有：《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民主党派史》、

《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7名.科研情况 ：主编出版教材

《中国革命史论纲》; 《中国革命史》. 专著:《毛泽东思想研究》；《章士钊先生年谱》；

《章士钊思想研究》.在《山东社会科学》、《理论学刊》、政协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代

表作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苏共对斯大林评价与中共对毛泽东评价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始于毛泽东成

于邓小平》;《邓小平教育理论形成再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比较研究》;《三

个代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干部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古田会议精神与延安整风精神比较研究》;《刘少奇的劳动制度改革思

想》;《共产党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谰与中国共产

党》;《廉洁勤政的楷模_____张谰的”四勉一戒”》 ;《章士钊的爱国思想及活动》等. 其

中,有的被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编摘;有的获省优秀论文奖;有的获济宁社联奖。主持并

完成<<毛泽东思想>>课教学立项课题.获教学成果奖;主持完成 了毛泽东思想；章士钊思想研

究科研立项课题。在学术研究方面，深受圣地优秀传统文化流风遗韵熏陶和影响的学科点教

师，严谨治学，孜孜探求，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近10年来，先后出版专著、教材《晚年毛

泽东的艰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艰辛探索》、《毛泽东邓

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重新认识毛泽东》、《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

《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儒家教育思想研究》、《儒家文化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大辞典》、《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等20余部；在《中共党史研

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哲学研究》、《毛

泽东思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不少论文被《新华

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摘或全文复印，引起了

比较大的社会反响。学科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各种奖励，其中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二等

奖1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6项；学科点成员先后承担、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8项，教育厅项目6项，获得科研经费累计达60

万多元，为学科点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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