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概况】 

马克思主义学院下设思想道德与法治教研室、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教研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承担全校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目前，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教授 2人，副教授 5人，教师队伍硕士及以上学

位占比 97.3%。2021 年，为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学院共引进新教师 24人。 

【党建与思政工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学校党委领

导下，积极组织开展党员干部自学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四史”专题讲座、

专题研究会。 

学院王琳教授、杨迎春教授、李佩琼副教授、何志红副教授受聘肇庆市“六

进”党史宣讲团成员，前往鼎湖区政法委、高要区南岸街道办等进行校外党史宣

讲 8场，受众人数 394人，党史进校园宣讲 29场，授课人数达 5533 人。何志红

副教授被评为中共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优秀党史宣讲员。 

2021 年，学院党支部组织党员党员教师观看《长津湖》爱国主义影片活动，

前往沙埔镇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鼎湖区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高要英烈墓园、

云浮新兴叶季壮旧居等地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学院党支部结合专业抓好教职工政治学习，认真落实“三

会一课”，利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强化师德师风和廉政文化建设，结合思政

课教学和党课，提高教师政治能力。2021 年，学院党支部荣获肇庆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广东理工学院“优秀党支部”称号，庞明明老师撰写的文章《让

高等教育之花绽放在重师德、正师风的枝头—基于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思考》

荣获广东省第十届师德主题征文二等奖。 

【教学与实践工作】 

2021 年，学院认真落实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

划》、《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在立足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工作的

基础上，不断健全部门管理、教学、科研等工作规章制度，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



课程建设和教学综合改革。 

在教学管理方面，学院狠抓教师集体备课、听课、评课以及督导工作，严格

按照教育部制订的本科思政课建设标准，落实课程学分和课堂教学学时，积极开

设多门人文社科类选修课，开阔我校学生视野。学院“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被评为广东理工学院优秀

本科课程。其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被学校推

荐申报广东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形势

与政策教研室被评为校优秀教研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高校思政课四

维实践教学研究团队被评为校先进教学团队。 

在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方面，学院与校团委联合创建的“广东理工学院

青马工程学习实践指导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与经管学院建立了“标准化法”研

究团队；与外国语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会计学院协同调研 “课程思政”

建设；学院院年轻老师深入到各院系担任班主任，积极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和思想

动态。 

在落实学生实践学习方面，学院成立多个思政工作室，利用思政工作室及微

信公众号，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阵地。目前，学院建设有大学生创新实践中

心、“四史研习工作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室”、“广理法律诊所”、

“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法学研究室”、“创客联盟”、“春寻心理辅导工作

室”、“追梦工作室”、“星火工作室”、“纵横辩论社”以及与超星公司合作

建立了“智慧教室”和“超星马院数字平台”，这些工作室在 2021 年先后开展

了“百年党史、承百年大业”党史知识竞赛、“迎祖国华诞、扬爱国情怀”为主

题的征文大赛、“爱党入我心”短视频征集大赛、“大学生恋爱观”专题讲座、“纵

横杯”辩论赛、宪法日讲座，“广理法诊”公众号定期推出法律案例解析、法律

微视频、民法典案例等。激发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学院持续与肇庆市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端华片式电阻

器分公司（上市公司）、叶挺独立团部旧址纪念馆（肇庆市博物馆）、肇庆市程

振良砚艺工作室、中导光电设备有限公司、西江日报社（西江网）、广东侨英律

师事务所 7个校外实践课程教学基地保持良好的交流关系，进一步推动研究、教



学、实践一体化课程模式的发展。 

在教学荣誉方面，2021 年，何志红副教授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在广东理

工学院第四届教学技能比赛中庞明明老师荣获二等奖，陈美旭老师、张晨曦老师

荣获三等奖。 

【科研与学术交流】 

2021 年，学院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50 篇；累计科研项目立项 15 项，结题项

目 7项，指导学生获奖项目 5项。共有 4 人次参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

化的价值研究》、《区域标准治理原理与实践》等著作。陈洪超老师撰写的《团

体标准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法解读与回应》在第十八届中国标准化论坛“美的杯”

论文评选中荣获特等奖。在广东高校思政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 2021 年年会学术

征文中，高田老师的文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角色认同研究》荣获一等

奖；庞明明老师的文章《“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现实困

境及创新路径研究》荣获二等奖；白慎志老师的文章《新时代依托党媒开展广东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为例》荣获三

等奖。 

在学术交流方面，我院教师积极参加各类线上线下学术论坛、会议、培训，

如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南粤政治学论坛”2021 年

学术年会；2021 年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政策与公共

管理”分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首届“青年学者论坛”；粤港澳大湾区首届

“跨境治理与公共政策”学术研讨会；“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学术研讨

会；第 18届中国标准化论坛；广东高校思政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 2021年年会；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峰会”；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学术研讨会

等。 

同时，我院邀请广东财经大学刘苍劲教授来校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讲话，着力培养新时代的一代新人》的专题报告；联合肇庆学院师生，前往高

要区乐城镇社播村和光大广环投环保能源（肇庆）有限公司进行考察调研；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到访我院，在“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的教改经验、

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课程教学方法创新、思政课教师发展规划以及高校思政课

区域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建议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