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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一、学科概况 

中共党史学科依托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建设。其组织沿革为：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科学院、

法学院、行政学院；解放战争时期——政法系；1958年设马列主义教研室；1977年设政治教育

系；1998年设政法系；2002年成立政法学院。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课程的建设始于延安时期1937年陕北公学的成立，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

史。在延安时期，延安大学就开展了“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和陕甘宁边区建设服务。1958年，延安大学恢复重建以后，老一辈学者参与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的筹建，为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成立思想政

治教育系之后，中共党史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按照两门次、周6学时、一

个学年安排教学计划，总学时为216个。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校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

史，本课程教学随之改为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两个门次。90年代初期，根据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的办学经验，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教育资源，培育特色优势

学科和课程，又恢复了中共党史课程教学。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将中共党史

课教学减少为144学时，但增设了毛泽东思想概论（计划学时72个，后改为54个）、邓小平理

论概论（计划学时72个）两门必修课以及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精神讲座、中华民国史、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化专题讲座等选修课，加上中国近代史必修课，形成了以中

共党史为主干，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主题相贯通、历史与理论良性互动、体现圣地特色的课程体

系。 

2005年，延安大学开办中共党史本科专业。该专业2006年版的学分制方案将中共党史通史

课确定为3门次（中共党史1919-1949、中共党史1949-1978、中共党史1978-），学时216

个。同时，将《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中共历史重要文献选读》开设为必修课，将《党中

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精神概论》、《陕甘宁边区史》等开设为选修课。2009年，对2006

版方案进行了修订，将中共党史通史课调回到两门次（《中共党史》1919-1949、《中共党

史》1949-），学时144个。但更加突出延安特色，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调整为72学时的

必修课（其中现场教学30学时）。另外，2006年以来，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开设为思想

政治教育专业的选修课和全校公选课，将《延安精神概论》开设为全校公选课。中共党史课程

不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课程体系。  

进入新世纪，延安大学中共党史课程建设形成了更加明显的“圣地优势”，一是取得和具有

“同缘”关系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对口支援，双方形成了十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

二是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一方面需要本课程的骨干教师承担许多主干

课、选修课和现场教学课的教学工作，客观上极大地促进着本课程建设；另一方面，每年都有

全国著名高校的中共党史学者在延安干部学院挂职或学习，为本课程建设加强学术交流活动创

造了更好条件。三是在中共党史课程和学科建设中，同中央党史和文献部门、中央党校、全国

有关高校、陕西省有关单位和高校、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相关学会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建立

了紧密联系或合作关系，为本课程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学科建设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课程、学科、专业的地位独特，影响较大。1992年中共党史被评为首批

      



省级重点学科。1998年，中共党史硕士点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2005年，中共党史课程

被确定为首批省级精品课程。2007年，中共党史本科专业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中共党

史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2008年，中共党史本科专业升为“一本”专业，中共党史学

科被省上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延安学学科也被省上评为重点学科。 

课程设置有：（1）专业基础课：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毛泽

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2）专业选修课：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含政治学、当代中国民

主政治研究、中外政党制度研究三门课）、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党

的学说原著、现代领导科学三门课）、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含延安十三年研究、延安精神

与中国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门课）、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含中外社会主义建设

研究、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研究、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三门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

（含中国现代化研究、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研究、国外现代化研究三门课）。 

进入新世纪、实现省部共建以来，学校更加重视特色优势学科建设，在人才队伍、图书资

料、项目研究、对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不断加大了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力度，使本学科取得了

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究》、《延安学研究》、《延安

精神探源》等10多本“延安时期研究”的系列丛书，在《求是》杂志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

了15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先后参加了全国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全国"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中共党史硕士点培养的研究

生中，有10人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博士。仅近

两年就申报成功5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西部项目）。这些成绩的取得，进一步提高了延安大

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为了继续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建设的新要求，进一步搞好中共党史学科

建设，延安大学于2005年7月成立了“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研究院现有校内教学研究人

员33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13人，在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2人，兼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

授6人，博士3人，在读博士4人。特聘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李君如教授

为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李忠杰教授，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学者李捷教授等9人为顾问，聘请王报换等8位博士为特约研究员。 

团学活动与社会实践：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参与发起成立有法学社、国际问题协会、青年马克

思主义者读书会三个校级社团组织。在学术活动方面，参加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在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纪念七大60周年理论研讨

会、陕西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成

功举办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为中

央领导考察延安“先进性教育活动”一行作了“延安整风运动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的报告，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承担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等主干课、选修课和现场教

学课的任务，为教育部、国家安全部等在延安的革命传统教育设计了教学内容并承担了教学任

务；向一批又一批来延安的参观学习者作延安精神和“延安十三年”辅导报告，给延安市上至

市上领导干部、下至乡镇干部和部队、企业单位作了大量党史、党建和延安精神的学习辅导报

告，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2005年7月，延安大学决定在原中共党史研究室和延安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党史研究

院和延安学研究院，学校聘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知名学者李君如为名誉院长，聘请中央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等

全国知名学者为顾问。中共党史研究院成立后，建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院网站，充分展示延安大

学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成就，突出反映研究“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学术成果，集中提供

“延安时期”和陕甘宁边区的文献资料服务，大力推动党史党建及延安精神的研究和教育工

作。 

三、师资队伍 

政法学院现有专职教师65人，行政管理人员3人。在专职教师中，有教授12人，副教授18

人，博士、在读博士和硕士43人。在专职教师中，有陕西省先进工作者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1人，陕西省“三五人才”2人，陕西省师德先进个人1人，陕西省教学名师1人，延安大

学教学名师3人，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5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3人。 

中共党史研究院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经过对全校人才的重新整合，使中共

党史学科建设的校内研究人员达到46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4人、博士和在读博士6人，3

人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共党史系聘为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5人被

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同时，学校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聘请中共党史兼职教授8人。这是一支由中青年、高职

称、高学历人才组成的团结和谐、实力雄厚、充满活力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队伍。这支学科建设

的带头人有高尚斌教授、郭必选教授、任学岭教授、杨延虎教授、高九江教授、高杰教授。 

中共党史教师队伍简介（10人） 

刘建德，男，1952年生，陕西吴堡人，中共党员，硕士，陕西省先进工作者，中共党史学

科带头人。现任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兼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陕

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有：全国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师范教

育研究会理事、陕西高教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党建理论、高等教育、领导科学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和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等4项，在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独著与合著15部。荣获的主要奖励

和称号有：陕西省先进工作者，国家级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高校优秀教学成

果特等奖，全国教育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全国高校党的先进性教育征文一等奖，陕西省高校

“三育人”十佳，陕西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目前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经验与启示》（06XDJ003）。 

郭必选，男，1954年12月生，汉族，陕西彬县人，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陕西省

“三五人才”，中共党史学科带头人，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共党史与延安

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延安市委主委，延安大学教

授、科技处处长、延安学研究院院长、中共党史硕士点导师组组长，兼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

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主要有：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

会长，延安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从学科角度提出创立延安学，全方位多视野研究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化，先后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优秀教

学成果特等奖，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陕西省第三届、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延安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硕士生导师奖，首次科学研究一等奖，学科

建设突出贡献奖，学科建设先进个人。目前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党在延安时期领

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延安十三年与延安学研究（06XDJ001）。 

高尚斌，男，1956年12月29日生，汉族，陕西延川人，中共党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陕西省“三五人才”，中共党史学科带头人。现任延安大学教授、政法学院院长、

中共党史研究院院长，兼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生指导小组成

员、西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主要有：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陕

甘宁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荣获称号和主要奖励有：陕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个

人，陕西省理论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第七

届优秀作品奖，陕西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陕西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陕西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延安时期的中国

共产党；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经验研究

（05BDJ001）。 

杨延虎，男，1953年11月生，陕西洛川人，中共党员，教授，陕西省教学名师，中共党史

学科带头人。现任延安大学教授、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中共党史与延安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导师组组长，兼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教授、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生导师。学术职务主要有：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

研究会副会长。1999年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被评为延安大学首批教学名师，

2006年被评为陕西省第二届教学名师，还先后荣获延安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教学成果优秀

奖、学科建设突出贡献奖、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在陕西省重要理论研讨会征文活动中多次

荣获一、二等奖。 

    雷小倩，女，1976年12月生，陕西澄城人，中共党员，1999年毕业于延安大学政法系，

2002获取本校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延安大学政法学

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延安时期以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共发表论文8篇，参编《延安

精神教育读本》一书，承担并完成学校课题“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研究”。主讲课程：《中共党

史》（1949年-1978年）、《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

论》。代表作品：《中国共产党创建 “延安和谐社会”探微》，《理论导刊》 2006年第11

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边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发表于《延安大学学报》2007年

第3期。 

吕茕，女，1973年2月生，陕西子长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07年7月毕业于延安大

学，政法学院助教。1993——1995年陕西省财经学校学习；2004年9月——2007年7月延安大

学学习；1995年7月——2000年9月中国银行子长支行工作；2000年9月——2004年9月子长县

齐家湾中学工作，曾在论文集中发表过两篇论文《保安时期的张闻天》《红军长征女战士的女

星学解读》  

臧爱绒，女，1982年3月2日生，陕西泾阳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延安大学毕业，政

法学院助教。2000年9月至2004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4年9月

至2007年7月在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读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先

后发表6篇论文。代表作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价值取向》，《湖北经济学院学

报》2006年第7期；《论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延安时期的辉煌》，收入论文集《长征精神与吴起腾

飞》（2006年9月）；《造就社会和谐与中共执政能力的表现》，《人文杂志》2006年专集。 

王群燕，女，1974年10月生，陕西镇安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陕

西师范大学，2004年11月被评为讲师，目前研究方向：原生态延安精神研究。1995年9月至

1999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习，1999年7月至2003年9月在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工

作，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在陕西师大政经院学习，2006年7月至今在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工

作。发表论文5篇、承担校级课题一项。主讲课程：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业必修，

72学时，考核方式：闭卷考试；中国政治制度史，党史专业，专业必修，54学时，考试；中国

国民党史，党史专业，专业选修，54学时，考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所有专业，公共必修课，72学时，考试。代表作品有《试论周恩来的党建思想的特



色》，《延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王峰，男，1979年4月生，陕西渭南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毕业于延安大

学，2005年7月获助教职称；2006年12月获讲师职称，2007年6月任政法学院教学秘书。目前

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发表学术论文5篇。主讲课程：中国近代史等。  

周庆丰，1965年9月生，副教授，中共党史专业，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著作1部，完成和

承担的课题有校级课题2项、省级课题1项。主讲课程：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毛泽东思想

概论；中共党史；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代表作品：1、

《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发表于2003年第三期《广西社会科学》；2、《邓小平与中共八大》发

表于2004年第四期《延安大学学报》；3、《七大的灵魂》发表于《人文杂志》2006年增刊；

4、《邓小平对建国后党史研究的杰出贡献》、《邓小平与中国改革三个历史关头的宣言书》发

表于《邓小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5年4月（当代中国出版社）；5、《建国后中共政治路

线的历史演变及启示》发表于《兰州学刊》2006年第八期；6、《试论长征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的作用和意义》发表于《长征精神与吴起腾飞》2006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7、《中国共

产党抵御风险的基本经验与执政能力建设》发表于《闸北论坛》；8、参与编写《延安精神教育

读本》一书，撰写8.16万字等。  

邹腊敏工作室：略。  

四、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大学把中共党史学科作为“第一学科”来建设，并为此而相继成立了

“中共党史研究室”和“延安学研究所”。从1992年成为陕西省高校重点学科以来，本学科研

究依托“革命圣地”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人文环境，立足于辉煌的延安时期，面向现实和未

来，形成了“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精神与延安学”三个

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研究方向，在2000年以前，就先后完成20多个国家、陕西省和省教育厅

课题，出版专著4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项，国家级优秀教

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五个一

工程”奖、省级学术会议征文一、二、三等奖15个。 

据统计，2005年至2009年申报成功6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览表 

在学科建设带头人的带领下，以完成上至国家、下至学校的各级各类课题为动力，延安大学

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在“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学和延安精神、党的建设等领域的研究

上，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其代表性专著有：申沛昌、任学

岭主编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简史》，高尚斌、杨延虎合著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

究》，高杰、刘建德合著的《扭转乾坤——延安岁月纪事》，郭必选主编的《延安学研究》

（第1辑），郭必选的独著《延安精神论纲》，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合著的《延安精神探

源》，任学岭主编的延安时期研究丛书《延安时期妇女运动史论》、《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史

论》、《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等。在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高尚斌的《朱德与陕甘宁边区的

经济建设》、《延安整风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等，郭必选等人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对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重要贡献》，刘建德、杜红荣的《延安时期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启

示》，高杰的《周扬与〈讲话〉权威性的确立》、《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辩》、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延安文艺座谈会议题形成过程考察》等。荣获重要奖励

的成果有：高尚斌的《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弘扬延安精神与党的先进性建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主持人  

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 

的执政经验研究 

05BDJ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高尚斌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 

06BKS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高九江  

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研究 07BDJ0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杨延虎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党群关系口述史  

08BDJ0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高凤林 

陕甘宁边区乡村教育研究 09BDJ0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杨伟宏 

“延安时期”作家类型生成研

究 

09BZW04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梁向阳 

陕甘、陕北根据地史研究 05XDJ004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任学岭 

延安十三年史与延安学研究 06XDJ001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郭必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进建设 

的经验与启示 

06XDJ003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

目 

刘建德 



设》、《七大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贡献》，刘建德、杨延虎、高九江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先进性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刘建德、杜红荣的《关于在高校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的思考》，任学岭、杨伟宏的《延安时代与“三个代表”》等。  

用户名 密码

标 题
 延安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内 容

 

 

最新发布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探析 ——以

试论1940至1953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深化与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

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业述略

试论新形势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系统建构 

第4期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纪要

建国初期北京市房屋管理政策的实施与变动（1949-

抗战时期中共国统区组织发展研究

七日排行

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最初的突破

邓 小 平 与 香 港 回 归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美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述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学科巡礼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征稿启事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

评论排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上）

深切怀念：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与山东大学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近三十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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