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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硕士点设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历史悠

久，前身是1919年建立的山西大学法科政治学门，1931年独立建系。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史

上，我院有其独特的地位，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邓初民先生等多

位国内知名的政治学家曾在我院任教。1986年恢复建系，2003年3月更名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是山西省唯一设置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一级学科的学院。     

二、学科建设 

学科研究方向有中共党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研究、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中共党史在读硕士研究生基本情况 

三、师资队伍 

武晓华，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论文有：《中国革命史教学

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方法探

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年第2期；《历史的选择—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发展轨迹》，《党史文汇》2001年第7期等。论著有：（1）《三晋历史人物》，北京书目文献

出版社；（2）《山西历代纪事本末》， 商务印书馆；（3）《三晋英模》，山西古籍出版社；

（4）《山西大学青年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5）《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

行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级 专业 人数 

2004级 中共党史 3 

2005级 中共党史 5 

2006级 中共党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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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探析 ——以

试论1940至1953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深化与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

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

试论新形势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系统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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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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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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