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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培养类别 硕士 

一级学科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代码 0305 

适用年级  从 2014 级开始适用 修订时间  2014 年  5  月 

覆盖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0305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03050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030504）；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030506)；中共党史(030204) 

学制 硕士： 3 年 

学分 硕士：总学分≥  2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26 学分，其他培养环节  2 学分 

培养目标  

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

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扎实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较宽的知识面，具有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

学风，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二级学科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够胜任高等院校、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教学、科研、党务、行政、宣传、新闻等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科研能力及素

质等要求  

① 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基础，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② 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对所研究问题做出系统描述、科学概括。 

③ 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熟练查阅相关的外文资料。 

④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取得创新性成果。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硕士 备注 

公共课： 

硕士 4 学分  

 
第一外国语  2 秋、春 必选  

2400100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秋 必选  

0000101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春 必选  

必修课程： 

硕士≥ 11 学分  

240010002 专业外语  2 春 必选  

2400100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  3 秋 必选  

240010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3 春 必选  

240020005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3 秋 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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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硕士 备注 

选修课程 

2400300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
究 

2 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专业必选  

240010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题研究 2 春 
 

 

240010008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2 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专业必选 

240010009 马克思思想专题研究 2 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专业必选  

2400100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专题研究 2 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专业必选 

240030011 
中国发展道路若干重大问题研
究 

2 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专业必选 

2400100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2 春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专业必选 

240010013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2 秋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专业必选 

240020014 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 2 春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必选 

240020015 思想政治教育经典文献选读 2 秋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必选 

240020016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专题研
究 

2 秋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研究专业必选 

240020017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 

2 春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研究专业必选 

240020018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变革专题
研究 

2 春 

 
中共党史专业必选 

240020019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及前沿问
题研究 

2 秋 
 

中共党史专业必选 

 
夏季学期课程 1-2 夏 

 
 

 
跨一级学科课程 2 秋、春 

 
 

其他要求 无 

其他培养环节及要求 

其他培养环节 
是否 

必修 
学分 内容或要求 考核时间及方式 

学术讲座 必修 1 

参加学术讲座、学术沙龙等 50 次以上

（其中学术讲座不少于 20 场次），二

年级和三年级分别主讲学术报告各 1

次以上。 

二年级夏季学期末和三年

级秋季学期末；培养进度 

表。 

中期考核 必修 0 

独立完成（或第一作者）且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或达到公开发表水平，参加毕

业论文答辩前必须公开发表）至少一篇

以上，学业成绩合格以上，其他方面达

到学校有关要求。 

二年级春季学期； 

学术论文+综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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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培养环节及要求 

文献综述与科研报告 必修 0 

从一年级起加入导师组的科研团队，了解和

熟悉科研工作；二年级起在导师组的指导下

参与到所在团队的科研工作中，每两周向导

师组汇报一次，通过参与科研工作，走理论

联系实际的道路，培养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 

二年级秋季学期初，在

导师组的指导下，确定

科研方向和科研任务，

制定科研计划。 

开题报告 必修 0 

阅读专业文献，把握学术前沿，确定学位论

文选题并提交较详细的论文提纲或论文初

稿。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撰写应当是在二年级

科研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化。 

二年级春季学期； 

导师组考评 

社会实践 必修 1 根据科研任务进行社会调研，表现良好。 9 月，调研报告  

教学实践 否 0 鼓励参加 
 

校外学习、交流经历 否 0 鼓励参加 
 

学位论文 
在导师组和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达到学校规定字数要求的高质量学位论文。要求主题明确，

观点正确，有一定的创新性，语言表达准确，逻辑严密，论文格式规范。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选填）  

序

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方式  

备注  

（选读 /必读）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4 列宁专题文集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

译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5 毛泽东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6 邓小平文选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

习读本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8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中央有关文件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必读  

9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英 ]特里·伊格尔顿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0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1 重新理解马克思  俞吾金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2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  陈学明、黄力之、吴新文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报告

（ 2010-2012）  
李昆明  主编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4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顾海良  主编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5 
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经典文献回眸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

路》课题组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6 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丛书  本书课题组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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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选填）  

序

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方式  

备注  

（选读 /必读）  

17 历史与阶级意识  [匈 ]卢卡奇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8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德 ]卡尔•柯尔施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19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加 ]阿格尔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0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

讲  
陈学明、王凤才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1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张耀灿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2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  王瑞荪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3 
中国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

奋斗  
徐中约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4 中共党史文献选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5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  主编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7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李君如  等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8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  中国档案馆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29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0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期刊）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

义研究所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2 
《马克思主义研究》  

（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

义研究院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3 《科学社会主义》（期刊）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4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期刊）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

主义研究所；中国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5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期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6 《思想教育研究》（期刊）  
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会；北京科技大学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7 《中共党史研究》（期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8 《党的文献》（期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39 《求是》（期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期刊）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41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人大复印资料）（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42 
《毛泽东思想》  

（人大复印资料）（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人大复印资料）（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44 
《中国共产党》  

（人大复印资料）（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  
结合开题报告进行  选读  



5 

 

文献阅读考核方式： 1.课程考核：将此文献作为课程考核的考试范围；  

                2.结合开题报告或学科综合考试进行；  

                3.撰写读书报告；  

                4.其他，请注明。  

审核意见  

学院（或系所）

意见  

（加盖公章）  

 

 

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一级学科培养

指导委员会意

见  

 

 

一级学科培养指导委员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格有略作调整，调整内容包括取消本直博方案及调整其他培养环节部分内容（已红字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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