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
【概况】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以下简称思政教研部）设有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教研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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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个教研室，承担了全

校从本科生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

思政教研部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等

2个校级研究所。2010年，在进一步整合部内外学科资源的基础上新建立了宗教

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所、公民教育与法治建设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拥有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浙江大学）、浙江省教育厅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培训基地。

思政教研部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

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国际政治二级学科硕士

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是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单

位。2010年招收博士生 10名，硕士生 24名；毕业博士生 2名，毕业硕士生 17

名；毕业生就业率 89%。

思政教研部现有教职工 48名，其中省级教学名师 1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2

名，硕士生指导教师 17名，教授 6名，副教授 23名（2010年新增 2名）。

2010年，思政教研部完成科研总经费 77.58万元，比 2009年增加 21.92%。

在研的各类基金项目 16 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

基金、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共发表一级刊物论文 7 篇（其中权威刊物 3

篇）；出版著作及教材 7部。

思政教研部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2010 年 10 月首次成功举办了“国际

秩序转型过程中的金砖四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年内教师出国出境访问、进修、

参加国际会议共计 13 人次；接待国外境外来访教授共计 7人次。



附表：2010 年度学院基本情况（人文社科类）

项 目 数量 项目 数 量

教职工总数（人）

教授数（人）

副教授数（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48
6
23
0

获国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目数（个）

获国家级教育奖励项目数（个）

0
0

SSCI入选论文数（篇）
权威刊物论文数（篇）

一级刊物论文数（篇）

出版学术专著（部）

0
3
4
7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数（人）

浙江省特级专家数（人）

浙江大学光彪教授数（人）

浙江大学求是教授数（人）

0
0
0
0

在校本科生数（人）

在学硕士研究生数（人）

（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数）（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数（人）

在校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数（人）

0
148
99
43
1

*国家和省级教学名师（人）
*入选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数（人）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得者（人）
*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人）

1
0
0
0

应届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录取（出国）率（%）
应届毕业研究生一次就业率（%）

0
0
89

国家重点学科数（个）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数（个）

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含教学、教育基地）（个）

0
0
0

研究生发表 A级以上刊物论文数（篇）

科研总经费（万元）

其中国家社科基金比重（%）
其中纵向经费比重（%）

77.58
0
46%

教师出国交流（人次）

学生出国交流（人次）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数（次）

2
0
1

社会捐赠经费总额（万元） 0

学院亮点

【荣获国家精品课程】 据 2010年 7月 7日《教育部、财政部关于批准 2010年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通知》（教高函【2010】14号）公布，思政教研部马建

青教授主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全体老师共同完成的《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榜上有名。这是我部成立迄今获得的第一门国家精品课程，也

是目前我省本科院校同类课程中唯一的国家精品课程。这对促进我思政部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和发展、提高我部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2010年我部共有两门课程荣获 2010年度浙江省本科精品课程，三门课程荣获

2010年度校级本科精品课程。

【首次成功举办国际会议】 2010 年 10 月 15 日-16 日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科研部成功举办“世界秩序转型中的金砖四国国际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BRIC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来自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高校、研究机构的近 30 位专



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国际研讨会，就金砖四国（包含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

国）间的身份认同、金砖四国的发展与国际秩序转型、金砖四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金砖四国的机制化进程以及金砖四国的前景、金砖四国与国际经济发展等理论与

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我校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与国内外国

际关系学院和研究机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徐晓霞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