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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 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点依托的政治与行政学院，其前身是1959年建立的政治教育系，1971年更名

为政治历史系，1979年历史学独立建系，复名为政治教育系，1986年更名为政治法律学系，

2000年更名为政法学院，2003年更名为政治与行政学院。学院现有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和应

用社会学系三个系，拥有中共党史与党建博士学位点、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共党史与党建研究

所。 

二、学科建设 

学科点研究方向有：1．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及其规律研究；2．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课程设置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与文献、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文献、中国共产党党建设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国民党与国共关

系史、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共对外关系史、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共产国

际与中国革命等。在文献资料建设上，学院设“政治学专业图书馆”，拥有各类中外期刊300多

种，合订期刊8000余册，中文藏书近70000册，外文藏书5000册，设有专门网站，建立了多项

数据库，是全校两大专业图书馆之一。 

三、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教学科研水平高、爱岗敬业、团结合作、在全国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教职工61人，专任教师47人，其中教授17人、副教授14人；教师中具有

硕士以上学位的43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27人。该学科点学科带头人为翟昌民教授。 

翟昌民，1948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共党史党建专业，法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共党史党建学科带头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天津市中

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理事、天津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

事、李大钊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1、新民主主义理论，特

别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问

题研究。在《党的文献》、《历史教学》、《天津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联结抗日战争与

中国革命总战略的纽带》、《中共七大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是战略目标还是策略口号》、《毛泽

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评析》、《试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等40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副主编、参编学术著作《回首建国

初-----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铸魂----天

津市精神文明建设要揽》等15部。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天津城市

社区党建研究》，主持2个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其中，获1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

文三等奖，1项天津市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1项全国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邸彦莉，1965年出生，河北省深泽县人，政治学理论专业，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主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

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原著选读》等课程。发表《金城银行对范旭东办实业的

支持》、《工业先导范旭东》、《企业英才李烛尘》、《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范旭东

与“永久黄”工业团体》等论文。主持天津市教委项目《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研

究》、校博士基金项目《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研究》。 

郭亚全，1963年出生，天津市人，中共党史党建专业，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

博士，副教授。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建、管理心理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

党史党建。发表论文20余篇，专著3部，参编著作5部。 

      



兰芳，1964年出生，山西系省定襄县人，中共党史党建专业，历史学硕士，讲师。南开大

学历史系本科、硕士。主讲《民主党派史》、《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与政

治》、《地方政府与政治》、《毛泽东思想概论》、《党的建设》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民

主党派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传统理想与社会和谐。在国内重

要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参编和合著过一些教材，参加或主持局级、市级一般和重点项目。 

魏继昆，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82.7，通化师范学院政

教系毕业；1982.7-1988.7，通化重点中学任政治课教师；1988.7-1990.7，东北师大政教系

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班研究生毕业；1990.7-1997.4，长春邮电学院社科部，任“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课”教师（期间1993.7-1996.7，东北师大政教系中共党史专业读博士研究生，获法学博

士学位）；1997.4-现今，天津师范大学任教，主讲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

究，中共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出版2部专著，即《国统区抗日知识分

子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远见卓识：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研究》（北京出

版社，2001年版）。并相继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等著名

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或摘

编。近年来的兴趣和重点是“中共党人的忧患意识研究”，已发表了《居安思危：从中共七大

文献看毛泽东的忧患意识》、《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盛世危言：江泽民忧患意识论析》

等近10篇论文。2004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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