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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政治与行政学院组建于2003年10月，其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政教系，拥有中共党史硕士

点、博士点。 

二、学科建设 

专业课程有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专题、中共党史重要文献及资料选

读、中共党史专题讲座、国共关系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思想文化

等。 

三、师资队伍 

中共党史学科带头人曲庆彪，男，1954年10月生，吉林农安人，汉族，中共党员，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大连市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2004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辽宁省第四批优秀专家，2006年度获批辽宁省高等学校创

新团队带头人。1982年1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5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马列教

研部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专业，获

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10月获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85年7月至1992年10月先后在东

北师范大学马列部和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任讲师；1992年10月起，先后在辽宁师范大学任副教

授、教授、政治系副主任、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副校长兼任辽宁省高师培训中

心主任，2001年8月起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至今。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

论科学体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

与当代中国、东西方哲学综合对比研究。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当代史”、“毛泽东

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研究”、“《周易》的理论思

维”等课程。担任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两个学科学术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10多项，获国

家、省部级奖励10余项。先后出版著作20多部，代表作有《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观》、《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小康社会理论研究》、《现代视觉中的国学》、《回归

与超越——池田大作和平文化思想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从毛泽东

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的成功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延安时期与毛泽东思想》。在《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东北师范大学学

报》等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创新的时代制高点》、《趋时——周易的大智慧》、

《构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模式历史确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确证》、《毛

泽东人民公社模式的形成与评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构建》、《邓

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学术论文百余篇。其著作和论文多次获得省、市奖励。近年代表性

著作：《超越乌托邦：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等。代表性学术文章：1、

《构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模式的历史确证》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2、《理论

创新的时代制高点》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1日。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国家社科

基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04BKS008）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邓

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研究 3、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地位研究

（07JA710004）。 

孙立樵，男，1962 年 11 月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北京

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任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兼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

题评委。2008 年被评选为辽宁省高校优秀人才、辽宁师范大学优秀教师。长期从事领导科学、

行政管理、党建理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在领导科学、党政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和

选拔任用等方面有独到的研究和建树。主要讲授领导科学、领导人才学、现代管理学、行政管

理学专题研究等课程。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 “优秀领导干部成长规律和培

养问题研究” 和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创新研究”2 项，主持承担省部级课题5项；在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优秀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现代领导学教程》、《领导科学案

例教程》、《基层领导干部领导力教程》等 专著和教材 1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前沿》、《领导科学》、《理论探

讨》等核心期刊发表《青年干部健康成长之道》、《优秀中青年县（市）委书记成长规律探

索》、《优秀领导干部培养战略构想》、《邓小平治国方法论小议》、《论系统领导》、《和

谐领导探微》、《论领导发展力的理论构架与实现途径》等论文50余篇；获得省部级和校级科

研奖励30余项，其中撰写出版的《优秀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优秀

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的专著，填补了领导科学和党建理论研究中的空白，2004 年荣获“全国党建

优秀读物奖”。 

四、学术研究 

 近十年来，学院及该学科点主持、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项，出版学术专著、教材

48部，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802篇，其中国家级论文120篇，且多篇（部）获得国家级

和省级奖励，并在国内产生一定影响。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历史学的现状及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 

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深化地方党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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