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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1985年开始招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30

多年来，经过学校、院系和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有了长足发展，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主要研究方向有：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二、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四、中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社

会。至2007年7月，本硕士点共招收研究生118人，已毕业89 人，授予学位120人（其中在职

申请31人），其中33人考取博士研究生。学生在校期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国家重点期

刊4篇，国家级期刊15篇，省级期刊380余篇，大多数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安徽师范大学朱敬文

奖、华藏奖和优秀研究生奖等奖励。经过几代人30多年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本硕士学位点已

经在全国党史研究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特色。目前，本硕士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办

学条件优越，管理日趋科学化、规范化，学科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正朝着更

高层次、水平和目标迈进。 

政法学院是安徽省高校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院系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 1950年2月安徽

大学（芜湖）设立的政治教育委员会，1953年2月设立安徽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1973年9月

成立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1994年9月更名为政法与经济系），1983年成立德育教研 室

（部），1996年6月政法与经济系与马列主义教研部、德育教研部合并成立经济法政学院

（ “两课”教研部），2004年7月经济系分离出去后更名为政法学院，2005年6月原芜湖师专

政史 系、马列教研部并入政法学院。学院现设有哲学、政治、法律、公共管理4个系。有马克

思主义哲学、诠释学、 皖南农村、知识产权、诉讼法、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国学研究所；安徽

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也依托

和挂靠在学院。学院现有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硕士学位授权点。 

二、学科建设 

本硕士学位点开设的主要学位课程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共党史学概论、政治学概论、党史党建原著选读、毛泽东思想研究、邓

小平理论研究、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近现

代中国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潮研究等。 

以学科点为依托，设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所，成立于2007年6月，专兼职研究人员20多

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2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10人，博士和在读博士7人。现

任负责人为我院政治学理论硕士学位点导师组组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安徽省模范教师李宗

楼教授。研究所现设二个研究室：民主政治发展研究室（李宗楼兼任主任）、党建研究室（周

良书副教授、博士为研究室主任）。本研究所主要依托政法院政治学理论、中共党史、科学社

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硕士学位点支撑，以政治学、中共党史、行

政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教研室老师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指导下，围绕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执政党建设的主题，通过相关课题，汇集大家力

量，运用多种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等重大理论与实践

问题，形成有一定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于高校

政治学理论教学和对人才的培养。本研究所研究人员近年来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共

发表论文160余篇，其中在《党史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当

代中国史研究》、《党建研究》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转摘转载多篇，出版学术著作10多部、教材8部，获得省部级和高校人文社科

     



奖7项，目前主持和承担的各级科研项目1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8项，各级各类

科研经费40多万元。 

三、师资队伍 

本硕士学位点现有导师7人，均为教授，其中2人为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人为安徽省

高校学科拔尖人才，2人为安徽省高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人为安徽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

师，3人享受政府津贴。 

王先俊，男，1962年6月生，安徽霍山人。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会理事，安徽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共

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党建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理事；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省高校学科

拔尖人才，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

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思想论坛》、《党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学术

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合著）、《邓小平与中

共历史学》（合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合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合著）、《中国民主建国会》（合著）、

《九十年代的两岸关系》（合著）、《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合著）等9部，主编和参与编撰

专业工具书、教材7部，主持国家、省（部）级科研、教研课题9项，获省（部）级奖励6项。 

张奇才， 男，1963年12月出生，安徽省六安市人，教授、硕导，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

大学政教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共党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1年9月--

2002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做访问学者。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研部主任、安徽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科社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青联委员。

教学和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讲

授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本科生）和中共党史专题研究、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研究生）。已经主持完成了安徽省的3

项研究课题，参加了5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正在主持研究项目有：安徽省教研重点项目1项，

安徽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项，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特优强”建设项目，校“毛泽东思想概论”

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在《高校理论战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

参加撰写学术著作5部。曾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

奖、安徽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胡安全，安徽省芜湖市人，中共党员，政治学教授，中共党史硕士生导师，政法学院副院

长。1962年11月生，1984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年9月至1989年7月在南京大

学历史系进修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课程，2001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硕士生课程进修班结业，2002年9月至2003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做国内访

问学者。1995年被选为安徽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1996年被授予省“焦跛奖”

优秀教师称号，1998年被授予芜湖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光荣称号。主要讲授《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重点是改

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等。曾参与主持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目前

正在主持省教育厅的科研项目和教学研究项目各一个，参加几个国家级和省级研究项目。在

《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毛泽东邓小平理

论研究》《探索与争鸣》《安徽史学》《历史教学问题》和《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20多篇

学术论文，有些论文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收录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邓小平

理论》《中国现代史》等全文转载。参加撰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

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新世纪师德修养读本》等专著和教材。 

高正礼，1967年8月生，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1991年安徽师大政教专业本科毕业，1994

年安徽师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7年就读安徽师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

研究生。曾在《光明日报》、《当代中国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科学社会主

义》、《高校理论战线》、《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江汉论坛》、《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社会主义研究》和《统一论坛》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编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专著、省统编教材6部。 2002年被评选为安徽

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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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研究 

近年来，本硕士学位点承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基本规律研究、邓小平发展战略

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党内监督制度

与反腐败研究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9项，先后出版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发展战

略研究》、《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中国民主建国会》、《邓小平与中共历史学》等学术

著作20余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科学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党建研究》、《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权

威刊物以及省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有7项成果获得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

二、三等奖，有60余项成果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摘录或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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