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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 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硕士点依托的政治与历史系，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的八个教学系

之一，其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马列主义教研室，1956年组建为政治理论教研室。1984年9月，

在政治理论教研室的基础上，分设出党史教研室，成为社会科学系的一部分，主要承担全校中

共党史课的教学。1986年9月，根据国教委的相关要求，课程组更名为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教授

课程为全校的中国革命史。1998年，中国革命史课被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两门课程

代替。2002年6月，由于社科系改名组建为石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下设5系1所，中国革命

史教研室更名为党史党建教研室，与哲学教研室、思想品德教室共同组成为政教系。2009年5

月，政教系取消，党史党建教研室独立升级为系，并更名为政治与历史系。主要承担我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培养和学科建设任务。 

 政治与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主要有：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2、选修课程有：中国近现代人物选讲、中国古代史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中国石油发展史、形势与政策、石油政治概论、国际政治与经济等；3、研究生课程有：马

列经典著作选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

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 

二、 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专业设置研究方向有：1.思想政治工作史2.执政党建设研究。 

        

三、师资队伍 

政治学硕士点目前共有7名导师，其中1名学校学术带头人，3名教授，他们都是政治学相关

学科的优秀专家。多年来，他们一直承担着全校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

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 

张荣华，曾用笔名：曲峡。男，1961年3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共党员。主要研究方向：知

识分子问题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1983年7月毕业于华东石油

学院政治师资班，留校任教于政法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1988年6月晋升讲师，1991年12月破

中共党史硕士点招生情况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王振国 思想政治工作史 1 

郑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史 1 

郭晓平 思想政治工作史 1 

岳红琴 思想政治工作史 1 

武艳敏 思想政治工作史 1 

吴宏亮 执政党建设研究 1 

程明欣 执政党建设研究 1 

朱西周 执政党建设研究 1 

      



格晋升副教授，1996年11月晋升教授。1999年始任硕士生导师。2003年9月被蒙古国科学院乌

兰巴托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2006年7月始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任社科研究室主任，1996

年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1998年9月任政法系副主任，2001年11月任政法系党总支书记兼

系副主任。现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研究、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目评审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研会副会长，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

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东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长期坚持在教学第

一线，先后主讲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石油发展史、毛泽东思想

概论、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邓小平理论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等课程。教学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内容

和方法的改革，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注重多渠道多途径育人，取得了好的教学

效果。2001年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优秀教学

成果二等奖，2005年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6、1998年获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1995、1998年获得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年获得校优秀教学

成果二等奖。现为校级精品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课程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

级、校市级科研项目36项，主持承担的1993年度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党的知识分

子理论与实践”、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现阶段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2002年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委托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重点研究课题“知识分子的概念、地位与

作用研究”，是我校建校以来主持承担的最早的三项社科类国家级科研项目。在知识分子问题

研究、党建理论与实践研究、江泽民论述研究、西安事变人物研究、在华日人反战运动史研究

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个人专著1部、合著专著6部、主编16部、副主编5部；主要著作

有《历史审视与现实评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当代中国党的知识分子理论

与实践》、《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加强执政党建设》、《中国近现代学生运动》、《邓小

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当代中国民族精神》、

《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在40多种刊物上发表135篇学术论文，其中15篇被人民大学复

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省教委奖4项、校市级奖60

余项。 

孟庆俊，男，1962年9月出生于山东曲阜。1983年7月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基础部中共党史

专业。先后进修于湘潭大学、北京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现为胜

利油田党建研究所所长、胜利油田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国、山东和市党建会、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国情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和研究员。入选山东省优秀青年理论人才

百人工程、山东省政法学科专家。在党史党建方面，侧重于党的知识分子思想研究，先后发表

了《党对知识分子认识的曲折历程》 、《浅议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周恩来知识分子思

想探析》、《刘少奇知识分子思想探析》等。 

张红霞，女，1971年10月生，中共党员，山东东营人。1992年胜利油田师专政教系毕业，

在垦利永安中学任教。1993年9月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学习，1996年获学士学位，调入

垦利职业中专任教；1998年9月考取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6月获硕士学位，调

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科学院任教；2006年9月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

位；2006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自2001年以来，一直主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

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是校级精品课《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概论》的主要参与人；自2003年以来，曾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高等

教育》、《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家》、《黑龙江高教研

究》、《安徽大学学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理论学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等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1部，参编教材2部，主持、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校

级课题1项；获省、部、市级各种奖励20余项。 

原丽红，女，汉族，1974年6月出生，山东文登人，1997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

并留校任教。2003年获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2010年获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教师，副教授，政治与历史系主任。主讲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当代社会主义专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版

学术专著一部，在各类公开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生态文明建设 

陈龙娟，女，汉族，安徽宿松人，1964年11月生，中共党员。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研

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教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留

校于马列部任教。200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硕

士学位。1995年8月调入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系（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革命史教

研室任教，2000年1月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开始任硕士生导师。先后主讲了中共党史、中国

革命史、中国石油发展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是校级优质课《中国革命史》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校级重点课《邓小平

理论概论》的主要参与者。曾两次获石油大学教学优秀奖，石油大学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

奖，石油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等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等。参与完成部级科研课题1项，承担和完成校级科研课题多项，近年来先后在《党史研究与教



学》、《中国高教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改革》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教材10余部，获得校（市）级科研奖励10余项。 

四、学术研究。 

该学系近5年来先后主持或承担了2 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科研课题，还广泛与社会各界

进行横向科研合作。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政治与历史系逐步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民主执政问题研

究、执政党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石油政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

及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改革等领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撰写教材与著作多部；在《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

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理论学刊》、《教育评论》、《历史教学》、《山东社会科

学》、《内蒙古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理论导刊》、《社会科学家》、《兰州学刊》、《甘

肃社会科学》、《黑龙江高教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 0 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地市级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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