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备案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西南交通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育部 

专业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代码：030503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法学 

学位授予门类：法学 

修业年限：4 年 

申请时间： 2015 年 7 月 

专业负责人：林伯海 

联系电话：1862833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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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内专业（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除外）。 

2．申请表限用 A4 纸张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

据学校实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的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普通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030503 专业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修业年限 4 年 学位授予门类 法学 

学校开始举办本科教

育的年份 
1896 年 

现有本科专业

（个） 
75 

学校本年度其他拟增

设的专业名称 

铁道工程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本校已设的相

近本、专科专

业及开设年份 

政治学与行政学（1999-

今）、法学（1996-今） 

拟首次招生时间 

及招生数 
2016 年,30 人 

五年内计划 

发展规模 
50 人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 S、兼有 J） 
 所在院系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评

议专家组织审议意见 

    经校学术委员会

评审，同意申报。 

 

（主任签字） 

 

 

 

   2015 年 7月 20 日 

学校审批意见

（校长签字） 

    经校长办公会审

议，同意申报。 

 

 

（盖章） 

 

   2015 年 7月 20 日 

高等学校主管部门形

式审核意见（根据是

否具备该专业办学条

件、申请材料是否真

实等给出是否同意备

案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⒉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西南交通大学 

学校地址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西南交通

大学 

邮政编码 611756 校园网址 http://www.swjtu.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部委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大学    □学院   □独立学院    

在校本科生总数 29191 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 96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专任教师 

总数（人） 
2652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

职称教师数及所占比例 

1421、54%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无需加页） 

 

西南交通大学创建于 1896 年，是国家首批“211 工程”、“特色 985

工程”、首批进入国家“2011 计划”并设有研究生院的教育部直属重

点大学，坐落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学校已形成“一校两地三校

区”的办学格局，总占地面积约 5000 亩。 

形成了完备的学士-硕士-博士培养体系，设有 19 个学院，75 个

重点本科专业，15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3 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和 1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 12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12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和 4 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600 余名，其中中科院院士 4 人，工程院院士 8 人，国家“千人计划”

13 人，“长江学者”20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7 人，“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3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6 人。 

注：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学校当年本科招生数÷学校现有本科专业总数 

  



 

3.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简述学校定位、人才需求、专业筹建等情况）（无需加页） 

西南交通大学建于 1896 年，是进入国家“211 工程”、“特色 985 工程”建设和

设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重点高校。西南交通大学建校初期就以培养铁路科技人才为主要

方向，1981 年获国家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1986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按照教育

部规定，学校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是为了建设高水

平马克思主义学院服务，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科发展提供优质生源。我国历来强调

思想宣传工作，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生有广泛的用人需求，该专业毕业生

就业前景很好。 

西南交通大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1987 年）就已经开设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后因为学科调整，原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改由峨嵋校区开设。目前学校决定

优化学科结构，峨嵋校区不再开设二本专业，希望把该专业按一本标准接着办下去。 

西南交通大学有力量、有能力办好本专业。目前马克思主义学院有近 60 位从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任教师，其中教授 9 人，副教授 20 人，教师中

博士和在读博士占 63.5%。有博士生导师 6名，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专家

1名，四川省教学名师 1人，他们将全力支持并参与该专业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书记高度重视该专业建设，都将亲自承担该专业的教学任务。学院现有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 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硕士点。学院既承担着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文化素质课程，又

承担着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二级学科两个博士点的教育教学任务。截止到 2015 年 7月，

学院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 2 门、国家级精品课 2 门；省级精

品课 3 门；校级精品课 5门。近三年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0 项，省部级项目 30

项，获得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二等奖 2 项、三等级 1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132 核心期刊篇；专著 18 部。相信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西南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能够办好该专业。 



 

4.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设置、主要实践性教学

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基础扎

实、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专门

人才。毕业生能够在党政军群机关、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和宣传思想政

治工作。 

二、基本要求 

作为本专业的毕业生，应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为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理想和责任

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

能与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敬业精神、健康的人生态度；具有科学严谨、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具有良好的组织能

力；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管理学等专业知识；掌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能力。具

体而言，本专业学生应达到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基本要求： 

1、知识能力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以及政治学、法学和

管理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以及社会调查、统计分析

等科学方法和技术； 

（3）了解有关政治体制、中国国情以及党政管理、法律、制度、方针、政策，了解教育学、

政治学、法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状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   

2、能力结构要求 

（1）具有理论思维、人际交往沟通、组织协调等方面的实际能力； 

（2）具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法学领域一定的科研能力； 

（3）具有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 

（4）具有熟练使用外语和计算机的基本能力。 

3、素质结构要求 

（1）具备优良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强烈的责任心； 

（2）具备扎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的专业理论素养； 

（3）具备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素质及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素养； 

（4）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 

4、毕业基本要求： 

（1）修满培养方案所要求的学分数； 

（2）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3）外语等其余事宜，需达到学校的统一要求。 

三、学制与学位 

学制：4 年 

学位：法学学士 

四、主干学科与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政治学理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

设、教育学等。 

专业核心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含案例分析）、政治学概论、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 

五、主要实践教学及基本要求 

部分课程实习、社会调查、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如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等）、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等。 

主要实践教学 基  本  要  求 

军事技能训练 掌握一定的军事基本知识 

认识实习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的基本概念 

计算机应用实习 掌握计算机使用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了解学术活动 开展读书报告活动，听取学术报告或讲座，参加 SRTP 活动等 

专业实习 到有关教学、科研、工作现场进行实习 

参与课外实践活动 参加有关课外实践活动，包括：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参加大学生社团活动； 

社会调查 掌握有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基本方法，如社会调查、访谈、统计分析等 

学年论文 学年课程论文实习，了解有关课程论文知识 

毕业论文 通过具体课题，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求及基本训练 

创新实践 
通过拓展性和个性化活动、参加社会与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学科竞赛、SRTP 项目

等，培养创新意识、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 

六、教学计划 

（一）课程设置细化表 

课程类
型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课内实
践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学院 

通识与
公共基
础课程

（43

学分） 

军事理论 必修 2 1 第 1 学期 武装部 

军事技能训练 必修 1 1 短 1 学期 武装部 

体育Ⅰ 必修 1  第 1 学期 体育部 



 

体育Ⅱ 必修 1  第 2 学期 体育部 

体育Ⅲ 必修 1  第 3 学期 体育部 

体育Ⅳ 必修 1  第 4 学期 体育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1 第 1 学期 马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  第 2 学期 马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1 第 3 学期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Ⅰ 
必修 3 1 第 4 学期 马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Ⅱ 

必修 3 1 第 5 学期 马院 

英语 I 

 
必修 3  第 1 学期 外语 

英语 II 

 
必修 3  第 2 学期 外语 

英语限选 I 

 
限选 2  第 3 学期 外语 

英语限选 II 

 
限选 2  第 4 学期 外语 

文学、艺术与语言类通识课 限选 2  1~6 学期  

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生类通识
课 

限选 2  1~6 学期  

科学技术、工程与环境类通识

课 
限选 2  1~6 学期  

其他通识教育类课程 选修 6  1~6 学期  

学科大类与专业基础
课程模块：（80 学分，
其中限选 4 学分） 

     

大学计算机基础 B 必修 3 1．5 第 1 学期 信息学院 

高数 D1 
必修 3  第 1 学期 数学学院 

高等数学 DII 必修 2  第 2 学期 数学学院 



 

法理学 必修 2  第 1 学期 马院 

伦理学 必修 3  第 1 学期 马院 

教育学 必修 2  第 1 学期 马院 

政治学概论 必修 3  第 1 学期 马院 

管理学原理 必修 2  第 1 学期 马院 

社会学概论 
必修 2  第 2 学期 马院 

基础心理学 
必修 2  第 2 学期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必修 3  第 2 学期 马院 

宪法学与行政学 
必修 2  第 2 学期 马院 

西方哲学 
必修 2  第 2 学期 马院 

当代中国政治专题 
必修 2  第 3 学期 马院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 
必修 2  第 3 学期 马院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 
必修 2  第 3 学期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必修 3  第 3 学期 马院 

西方政治思想史 
必修 3  第 3 学期 马院 

中国政治思想史 
必修 3  第 3 学期 马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必修 3  第 4 学期 马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必修 3  第 4 学期 马院 

比较政治制度 
必修 3  第 4 学期 马院 

中共党史与党建专题 
必修 3  第 4 学期 马院 



 

组织行为学 
必修 2  第 4 学期 马院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必修 2  第 5 学期 马院 

公务员制度专题 
必修 2  第 5 学期 马院 

人际关系学 
必修 2  第 5 学期 马院 

形式逻辑 
必修 2  第 5 学期 马院 

领导科学理论与实务 
必修 2  第 6 学期 马院 

人力资源管理 
限选 2  第 6 学期 马院 

社会工作原理与方法 
必修 2  第 6 学期 马院 

当代中国经济专题 
限选 2  第 7 学期 马院 

传播学 
必修 2  第 7 学期 马院 

公文写作 必修 2  第 7 学期 马院 

专业与
专业方
向课程

共 24

学分、
加实习

实践学
分共
40 学

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必修 3  第 2 学期 马院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必修 3  第 3 学期 马院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必修 3  第 4 学期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必修 3  第 5 学期 马院 

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 
必修 3  第 6 学期 马院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必修 3  第 6 学期 马院 

国际关系史 必修 2  第 7 学期 
马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 选修 2  第 7 学期 
马院 

演讲与口才 选修 2  第 7 学期 马院 

      



 

认知实习 
必修 1  短 2 学期 马院 

图情查阅实习 
必修 0.5  短 3 学期 马院 

计算机应用实习 必修 0.5 0.5 第 1 学期 信息学院 

学年论文实习 必修 1 1 短 4 学期 马院 

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必修 1 1 短 6 学期 马院 

毕业论文 必修 10 10 第 8 学期 马院 

课外创新实践 必修 2 2   

【注】课外创新实践与学术讲座 2 学分由学生按照《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规定修习并取

得；必修环节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课程性

质 
学分 

说明 

新生入学教育 必修 

0 

新生入学教育由根据学生处

《西南交通大学新生入学教育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 

形势与政策课开课学期为 1～7

学期，每学期 16 学时。 

第二课堂 必修 
0 

第二课堂由团委《第二课堂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二）选课说明及注意事项 

1）通识教育类课程要求修读 12 学分，其中限选 6 学分，选修 6 学分。6 个限选学

分根据《西南交通大学通识教育选修指南》选修。课程每学期开设，学生自由安排选

课时间，建议前两年期间完成本部分学分要求。 

2）6 分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任意选学。可在本培养

方案推荐的选修课程中选修，也可按《西南交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案》选学，

或者在每学期学校公布的通识教育类选修课程中选修。 

 



 

5-1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林伯海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大专 

出生年月 1964.09 行政职务 院长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

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1986 年 7 月四川理工学院（原自贡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 

2003 年 7 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人文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0 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0.3 万元， 年均 3.4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153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3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众认同的外在机理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 年第 3 期

（A++） 

 

第一 

2 
网络话语权争夺：意识

形态的网络攻防战 
思想理论教育 2015 年第 7 期（A） 第一 

3 
协商民主研究需要进一

步关注的两个问题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5 年第 1 期(A) 独著 

4 
2014 年国外民粹主义的

新趋势 
人民论坛 2015 年第 1 期（B） 独著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构

建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科一般项

目 

2010 年 11 月

-1015 年 10 月 
9 万 主持 

2 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 四川省美国

研究中心 

2013 年 12 月

-14 年 12 月 
0.8 万 主持 

3 
网络民粹主义的识别与

应对 

四川省大学

生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中

心课题 

2015年6月-16

年 5 月 
0.5 万 主持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政治学概论（双语） 本科生 40 51 专业基础课 
每年 9月-次

年 1 月 

2 当代中国政治专题 研究生 5 34 专业课 
每年2月至7

月 

3 中外社会思潮比较 研究生 6 34 专业课 每年 



 

 

  

4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 博士研究生 8 人 51 专业课 
每年 9月-次

年 1 月 

5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 博士研究生 10 34 专业课 
每年 9月-次

年 1 月 

教学管理部门审

核意见 
                                            签章 



 

5-2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刘占祥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68.3 行政职务 党委书记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2.7，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2009.6，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 0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 省部级 1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0.5   万元， 年均   6.8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306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0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老子》与中国诗学话

语 
四川省人民政府，二等奖，2012.12     第一 

2    

3    

4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优秀道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办 

2015.7-2018.

6 
20万元     主持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四川省大学生

研究中心 

2014.6-2015.7 0.5 万

元 
    主持 

3      

4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本科生 

360人/

年 

102 学

时/年 

大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 
每学期 

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研究生 
15 人/

学期 

51 学时/

学期 

马列专业研

究生基础课 

每学年第一

学期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审

核意见 
                                            签章 



 

 

5-3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田雪梅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学士 

出生年月 1970.12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第一学历：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业；法学学士，1992.6； 

最后学历：复旦大学中外政治制度；法学博士，2011.6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政治学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与比较思想教

育；日本政治；当代中国廉政建设。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8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5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2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30   万元， 年均  10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

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比较政治教学应融汇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3.17 第一 

2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

概念——兼议近代国民

形成的条件 

 

 

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12.10 全

文转载 
第一 

3 自由民权运动与近代日

本国民的塑造 

 

比较政治评论 2013 年第 1 辑，杨光斌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第一 

4 
 从征兵制到甲午战争：

近代日本民众国家意识

的变迁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南京出版社，（专业集刊） 
第一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

从 明 治 到 大 正 ，

（13FZZ012 ）  

 

国家社科及

今后其资助 
2013.12-2015.12 18 万 主持 

2 “高校大学生理性爱国

观的引导机 

制探讨：以成都高校为

例” （  CSZ11004） 

 

四川省教育

厅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

中 心 委 托

2011 年度重

点课题 

 

2012.6.2014．12 0.5 万 主持 

3 基层公开综合服务平台

的建设与探索 

成都市项目

成都市纪委

联合调研项

目 

 

2013.7-2014.7 4 万 主持 

4 新津县镇乡基层重大公

共建设项目民主管理机

制的探索与实践 

横向项目 2013.7-2014.7 5 万 主持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比较政治制度 

政治学与行

政学专业本

科生 

150 153 必修 

2013、2014、

2015 年春季

学期 

2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与行

政学专业本

科生 

150 153 必修 

2013、2014、

2015 年春季

学期 



 

 
  

3 
《政治学经典著作选

读》 

政治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15 102 必修 

2013、2014、

2015 年秋季

学期 

4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专题

研究 

马克思主义

专业博士生 
5 34 选修 2015 年春季 

5 比较政治制度专题研究 
政治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15 153 必修 

2013、2014、

2015 年秋季

学期 

教学管理部门审

核意见 
                                            签章 



 

5-4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胡子祥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第一学历 硕士 

出生年月 1974.5 行政职务 助理 最后学历 博士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第一学历：2001.6；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最后学历：2007.1；西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学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41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 项；其中：国家级 0 项， 省部级 2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1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20 万元， 年均 6.7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684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0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研究式、参与式教学信

息资源平台开发 

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9 
5/5 

2 

依托国家优秀教学团队

和国家精品课程平台,

全面提高“纲要”课课

堂教学质量 

四川省人民政府   教学成果二等

奖；2013 
3/5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新就业高校毕业生主动

离职的行为动机、影响

因素及干预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2013-2015 16 万 主持 

2 

以习总书记“三个独特”

论断为着力点，增强大

学生“道路自信”研究 

“道路自信”研究 

教育厅 2014-2016 1 主持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科 2400 32 必修课 2005 至今 

2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 26 32 专业课 2013-2014 

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生 160 32 专业课 2012 至今 

教学管理部门审

核意见 
                                            签章 



 

5-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郭海龙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第一学历 本科 

出生年月 1976.06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

生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

业时间、学校、专业 

1999 年 6 月首都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法律教育方向）本科毕业 

2005年 6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哲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 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4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3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13.6 万元， 年均 4.53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34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性

的教学科研

成果（4 项以

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自我管理：理论之道与

实践之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独著 

2 管理哲学读本 金城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二作者 

3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语言学转向” 
学术论坛 2007 年第 1 期，CSSCI 独著 

4 体面劳动的哲学审视 安徽大学学报 2012年第 3期,CSSCI 独著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科

研项目（4

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管理视野中的自我管理

及其价值问题研究 

教育部人文

社科一般项

目 

2011年11月至

2015 年 10 月 
7 万 主持 

2 
劳动价值观教育融入研

究生思政课教学研究 

教育部高校

思政课择优

资助项目 

2015 年 7 月至

202018 年 7 月 
10 万 主持 

3 
当代大学生劳动认同的

影响因素与培育机制 

四川省教育

厅课题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0.5 万 主持 

4 邓小平劳动价值观研究 
西南交通大

学邓小平研

究中心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 
0.8 万 主持 

目前承担的

主要教学工

作（5 门以

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硕士研究生 960 34 公共必修课 

每年 9 月至

次年 1 月 

2 自然辩证法概论 硕士研究生 480 17 公共选修课 
每年3月至7

月 

3 中外政治思潮比较 硕士研究生 10 34 专业选修课 
每年 9 月至

次年 1 月 

4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       

教学管理部门审

核意见 
                                            签章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技术

职务 

第一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专

业、学位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林伯海 男 51 教授 

四川理工学

院（原自贡

师范专科学

校）英语专

业，大专 

清华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

法学博士 

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

政治学教

学与研究 

社会思潮与

青年教育、政

治学概论  

专职 

2 刘占祥 男 47 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

育，法 

学士学位 

四川大学比

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 

思想政治

教育 

中国古代德

育思想史、伦

理学、公文写

作与处理 

专职 

3 田雪梅 女    45    教授     

四川师范大

学政治教育

专业 

复旦大学中

外政治制度

专业，法学博

士 

政治学与

行政学 

比较政治制

度；西方政治

思想史 

专职 

4 胡子祥 男 41 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教

育， 

硕士学位 

西南交通大

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博士

学位 

思想政治

教育 

比较思想政

治教育；教育

学；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方

法专题 

专职 

5 郭海龙 男 39 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

学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法

学学士学位 

北京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专业法学博

士学位 

思想政治

教育、管

理哲学 

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比

较思想政治

教育 

专职 

6 严冰 男 56 教授 

中央电视大

学、语言文

学（大专） 

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

博士 

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

济学 

制度经济

学 

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当代

中国经济 

专职 

7 许义文 男 52 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材料科

学，工 

学士学位 

复旦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

论基本原理

概论，硕士学

位 

思想政治

教育 

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 

专职 



 

8 冉绵慧 女 51 教授 

重庆师范大

学政教专

业、学士 

四川大学，历

史学，博士 

党史党建 中共党史与

党建专题 

专职 

9 曾淼 男 42 副教授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学士 

北京大学，科

学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博士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中

国政治思想

史 

专职 

10 方纲 男 39 副教授 

安徽师范大

学、思想政

治教育、法

学学士 

南京大学、社

会学、法学博

士 

政治学与

行政学 

社会学概论、

社会实践与

社会调查 

专职 

11 王君 女 39 副教授 
兰州大学历

史学学士 

北京大学国

际关系博士 

政治学与

行政学专

业 

国际政治概

论 

专职 

12 李春梅 女    35    副教授     

西华师范大

学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法

学士 

西南交通大

学，公共工程

组织与管理，

管理学博士 

政治学与

行政学 

管理学原理、

人际关系学、

领导科学理

论与实务 

专职 

13 刘玉标 男 33 副教授 

宝鸡文理学

院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

本科 

武汉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

专业，博士 

思想政治

教育 

思想政治教

育学原理、网

络思想 政治

教育 

专职 

14 杨子均 男 48 副教授 

四川师范大

学 

思想政治教

育 

法学学士 

四川师范大

学 

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思想

政治教育 

法学硕士 

思想政治

教育 

基础心理学 专职 

15 饶世权 男 46 副教授 

西南师范大

学（现西南

大学） 

历史学 学

士 

吉林大学  

历史学 硕士 

思想政治

教育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

育史、 

比较思想政

治教育 

专职 

16 胡云霞 女 44 副教授 

重庆三峡学

院  

师范英语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硕士学位 

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

思想政治

教育 

大学生社交

礼仪 

专职 

17 张利民 女 41 副教授 

邢台学院，

政治专业，

大专 

西南交大人

文学院，马克

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

思想政治

教育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

育史、思想道

德修养与法

专职 



 

教育专业，硕

士 

律基础 

18 习洁 女 41 副教授 

电子科技大

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

业、法学学

士 

电子科技大

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专业、法学硕

士 

思政 思想政治教

育心理学；人

际关系学 

专职 

19 罗敏 女 40 副教授 

本科西华师

范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

博士在读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概论、

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 专职 

20 谢瑜 女 40 副教授 

华西医科大

学，公共卫

生，学士 

四川大学，循

证医学，博士 

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

论 

伦理学 专职 

21 刘锋 男 37 副教授 

四川师范大

学、历史教

育、学士 

西南交大、马

克思主义理

论与思想政

治教育、硕士 

思想政治

教育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形势与政

策 

专职 

22 李子重 男 37 讲师 

立陶宛维尔

纽斯师范大

学语言文学

学士 

圣彼得堡大

学政治学博

士学位 

政治学与

行政学 

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思

想政治教育

心理学 

专职 

23 蔡文 男 36 讲师 

四川师范大

学 思政 

法学学士 

中国人民大

学 马原 法

学博士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

读 

专职 

24 郑浩生 男 34 讲师 
广州大学、

旅游管理 

西南交通大

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博士 

政治学与

行政学 

人力资源管

理、组织行为

学 

专职 

25 文利平 男 40 讲师 

四川师范大

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

业，学士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

想政治教育

专业，硕士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

理 

形式逻辑 

 

专职 

26 杨德霞 女 31 
助理研究

员 

西南师范大

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

业，法学学

士 

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

院，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专

业，法学博士 

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选

读、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 

专职 



 

27 章娟 女 31 讲师 

吉林大学、

国际政治、

学士 

吉林大学、国

际政治、博士 

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史、 

专职 

28 彭晓伟 男 30 讲师 

西南交通大

学，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

业，法学学

士 

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

专业，法学博

士 

马克思主

义中国

化、科学

社会主义 

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  

专职 

29 韩锋 男 30 讲师 
四川大学法

学 学士 

四川大学诉

讼法学、博士 

法学 宪法学与行

政学、法理学 

专职 

30 马晓燕 女 39 讲师 

西南交通大

学管理学学

士 

西南交通大

学管理学博

士 

马克思主

义理论 

当代中国经

济专题 

专职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教育学 34 2 
胡子祥 1 

2 伦理学 51 3 
刘占祥、谢瑜等 1 

3 法理学 34 2 韩锋 1 

4 政治学概论 51 3 林伯海等 1 

5 管理学原理 34 2 
李春梅 1 

6 社会学概论 34 2 
方纲 2 

7 基础心理学 34 2 
杨子均等 2 

8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51 3 杨德霞等 2 

9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51 3 林伯海、郭海龙等 2 

10 宪法学与行政学 34 2 
韩锋等 2 

11 中国政治思想史 51 3 
曾淼 3 

12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 34 2 
刘占祥 3 

13 当代中国政治专题 34 2 田雪梅等 3 

14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51 3 郭海龙、张利民 3 

15 西方政治思想史 51 3 
田雪梅等 3 

16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51 3 
李子重、习洁 3 

17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51 3 
胡子祥等 4 

18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51 3 
杨德霞等 4 

19 中共党史与党建专题 51 3 
冉绵慧等 4 

20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51 3 
曾淼等 4 



 

21 人际关系学 34 2 
李春梅 5 

22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51 3 许义文 5 

2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51 3 方纲 5 

24 比较政治制度 51 3 
田雪梅 6 

25 社会工作原理与方法 51 3 
方纲、胡子祥 6 

26 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 51 3 
林伯海等 6 

27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51 3 刘玉标、蔡文等 6 

28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 34 2 林伯海、胡子祥 7 

29 国际关系史 34 2 
王君、章娟 7 

30 当代中国经济专题 34 2 
严冰、马晓燕等 7 

31 国际政治概论   
王君、章娟 4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思想政治教育 
开办经费

及来源 
20 万，教育部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上

职称(在岗)人数 

21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29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0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0 

是否具备开办该专

业所必需的图书资

料 

是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 10 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 入 时 间 

1 

中外文图书（涵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以

及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等相关学科

专业图书资料） 

册 9 万

余册 

1950 年至今 

2 

中外文期刊（人文社科综合性、专业性核心

期刊、从创刊到现在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合

订本）等） 

册 

 

4.7 万
余册

（410

余种 

1950 年至今 

3 

从创刊到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

华月报》等重要报纸（合订本） 

册 

  

1000

余册 

1950 年至今 

4 

其他宝贵资源，如：汉译名著、《申报》、《民国

日报》、《大公报》、《古今图书集成》等 

  

册 1000

余册 

1950 年至今 

5 
    

6 
    

7 
    

8 
    

9 
    

10 
    



 

备

注 

    

注：若为医学类专业应附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学校近三年新增专业情况表 

学校近三年（不含本年度）增设专业情况        

序  号 专 业 代 码 本/专科 专   业   名   称 设 置 年 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