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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依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建于1997年，是由原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教学

部、德育教研室和政治学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三个单位组建发展起来的学院。学院设有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教研室、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新成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负责全校

博士生和硕士生政治理论课的组织、协调和讲授。   

学院已经拥有一支学科和年龄结构合理、教学和科研能力突出的师资队伍。学院现有在岗教

职工61人，其中专职教师52人，其他专业技术和党政管理人员9人。在专任教师中，教授16

人，兼职教授5人，副教授20人，讲师16人。博士生导师15人，硕士生导师32人。入选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1人，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入选天津市“131工程”人才培养计划3人；中青年教师中，

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5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有23人，占教师总数的77.05%。学院现设有

包括中共党史等8个博士点以及11个硕士点。 

二、师资队伍 

刘景泉，1955年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

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天津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1982年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

留校任教，1990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晋升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政治

史。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天津市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 

赵铁锁，1951年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1964年9月 考入天津市第25

中学学习。1977年12月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9月

考入南开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中共党史专业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1995年4月 进入日本国中

央大学历史学部作访问学者。2002年9月进入日本国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作访问学者。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党建、中国近现代史。教授课程:本科生：《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国革命史》、

《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党建基本原理》

等课程。研究生：《中共党史文献学》、《中共党史专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理》、《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史专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社会思

潮专题》等课程。 

邓红，1964生，女，教授，1986年获四川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河北大学历

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5年晋升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

现代史、中共党史。  

高辉，1964年生，女，副教授。1990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0

年—2004年在沈阳师范大学任教；2004年至今任职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纪亚光，1969年生，副教授。先后讲授“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开设硕士生专业选修课“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博士生专业必修课“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过去十余年侧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监察制度史”、“战后中

国政治史”、“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研究，现主要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现代

化”研究。出版独撰著作一部、合撰著作十一部、编著五部、参编教材二部；在《南开学

报》、《历史教学》、《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先后主持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天津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十二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

      



担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二项，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与建设工程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日合作研究项目等五项。 

李国忠，1970年生，副教授，1987-1991年 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1991-1994年 南开大

学历史系； 1997-2001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1994 -至今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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