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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学科点巡礼 

一、 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硕士点依托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的前身是首都师范大学“两课”教研部。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

部、德育教研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 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中

心和中国妇女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全校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任务。 该院拥有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六个硕士授权点；具备教育硕士（政治）招

生及学位授予资格。 

政法学院下设哲学系、经济管理系、法律系、政治学系、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公共管理系

等6个系。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

治教育等5个博士点和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有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和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课程与教学论（含中学政治理论教学论、法学学科教学论、社会工作学科

教学论方向）、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 等共计2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还招收高校

教师、高校辅导员等方向研究生；有哲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思想政

治教育、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8个本科专业。政法学院现有北京市重点

学科1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重点学科4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2项（宗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

校重点建设学科2项（政治经济学、法学）。上述学科、专业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

四个学科门类中的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公共管理等8个一级学科。 

二、学科建设 

学科点现设置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与新时期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台港澳问题研究等研究方

向。 

三、师资队伍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部的前身是毛泽东思想概论教研室，现共有教

师 6 名，其中具有教授职称教师 2 人，副教授职称的 1 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

师 1 人。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中日关系、当代中国文化的教学

和研究。该教研部教师有：刘文丽（教研部主任）、王树祥（教研部支部书记）、李松林、史

桂芳、周绍威、黄延敏。 

政法学院现有在岗职工7 1人。专任教师6 6人，其中教授1 4人，副教授3 0人，有博士学位和正在攻

读博士学位的教师1 4人。中共党史学科教师主要分布在政治学系。 

该校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党史师资队伍，教授3人，副教授7人，讲师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

位4人、硕士学位8人；图书资料和办学条件在同类专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李松林，男，汉族，1953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1976年7月至1984年8月，北京师范

学院政教系教师；1984年9月至1998年7月，首都师范大学马列部教师、副主任；1998年8月至

今，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师、副所长、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中

国国民党史与国共关系史等的教学与研究。曾讲授中国革命史论、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

论概论、台湾问题研究、中国国民党史、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所承担的研究课题

有：《李登辉与蒋经国政策比较研究》，全国台湾研究会1991年课题；《中国国民党史大辞

典》，1992年至1993年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选题；《李登辉与蒋经国“中国统一观”之比较研

究》，北京市台办1995年调研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共关系》，1995年至1996年北京市

      



教委课题；《海峡两岸关系史研究》，北京市“百人工程”课题；《中国国民党思想史》，

1996年北京市科干局课题；《港澳回归对台湾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999年北京市教委课题。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蒋氏父子在台湾》、《台湾40年》、《中国国民党史大辞典》、《蒋经

国晚年》、《中国革命史论》、《晚年蒋介石》；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试论蒋介石‘攘外必先

安内’方针的形成”、“国民党在台40年政局总论”、“近年来台湾学者研究抗战史述评”、

“析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90年代中国国民党史研究述评”、“论建国以来的国共

关系”、“简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蒋介石在台湾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李登

辉与蒋经国政策比较研究”、“一国两制是中国统一的最佳方案”、“三中全会与两岸关系发

展”、“论90年代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革的新特点”。 

王树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北京创新研

究基地副主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思想教育研究》编委会副主

任、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高级专业职务评委、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首批入选

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研究，主

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分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经

验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5项，撰写及主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思想

政治教育史纲（1919-1949）》、《新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

践》、《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工作史论》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李玉荣，副教授，中共党史硕士生导师。研究生开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专题研

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研究》等课程，为本科生开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 著 有 《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著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6月版。曾获“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称号。 

黄延敏，男，1973 年生，山东沾化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200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中共党史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9篇，

参编著作两本。  

四、学术研究 

该学科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思想

政治教育史纲》、《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等著作、

教材24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获得国家级奖2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

材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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