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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2年修订）

学科代码：0305

一、培养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体系，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及其相关工作，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具有深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相关专业知识，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素

养，具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

资料，了解本学科最新动态，能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党政机关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从

事教学、科研和具体实际工作的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场、观

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本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把握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研究：（1）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及科学体系；（2）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进行研究的学科方向。本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

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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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重点研究：（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2）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前沿问题；（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其

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时代条件变化

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做出的重要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

判以及根据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道路所做的新的理论探索，对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评

介，在批判的基础上阐释其时代意义与借鉴价值。重点研究：（1）世界社会主义现状

与前景；（2）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4．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科方向。本方向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史、基本

原理、基本规律、创新方法、社会功能及其时代要求，特别是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需求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重点研究：（1）思

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与基本经验；（3）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研究；（4）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5.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进程、基本规律、文化发展、思想演进的学科方向，以此帮助学生理解掌握中国近现代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文化思想的历史规律、社会道路的历史探索、革命实践的历史经

验。本方向全面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文化思潮、哲学思想、政治理

论、伦理思想等重大课题，尤其是运用思维和存在的辩证逻辑深入研究近现代思想世界

发展演变。重点研究：（1）中国近现代文化论战与社会思潮；（2）中国近现代政治思

想史；（3）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三、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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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按照课程学习与论文写作并重的

原则，课程学习累计 1—1.5学年，论文写作工作量不少于 1学年。根据实际情况，经本

人申请、导师同意、学院和学校两级批准，可适当提前半年或延长 1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和学科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是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同一研究方向的导师组成一个学科组，充分发挥学科组

集体培养的优势。导师根据本学科专业的具体培养方案，结合硕士研究生的个人实际情

况，在新生入学前 3个月指导硕士研究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

划经导师和学位点负责人审定后，递交学院存档。个人培养计划确定后硕士研究生和导

师均应严格遵守。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发挥硕士研究生在整个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的主动

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课程教学采用启发式或研讨式，在师生良性互动的氛围中培育研

究生的专业特长。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

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作风和严谨的科研态度，培养硕士研究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能够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工作。导师应与硕士研

究生进行每周不少于 1次的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学习及科研进展情况，为硕士

研究生答疑解难，硕士研究生应每周至少 1次主动向指导老师汇报个人情况。硕士研究

生要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开阔研究视野，活跃学术思想，系统研读经典著作，

同时要求硕士研究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身心健康，顺利完成学业。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深入贯彻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高度重视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整体

优化，把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作为课程体系设计的根本依据。科学设计课程分类，根据

需要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同时增加研究方法类、研讨类和实践类等课

程。在课程设置上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创新培养为重点，夯实专业基础，强化人

文底蕴，培育担当精神，提供丰富优质课程资源。课程分为：（1）学位基础课，包括

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等三种基础课程；（2）专业选修课，包括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四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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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选修课程；（3）实践课，包括学术活动、实习实践环节、创新创业及省级以上

竞赛获奖、出国（境）交流访学（3个月以上）等四个方面。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不

低于 32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研究生须修满 8学分；学科基础课须修满 8学分；专

业基础课须修满 8学分；专业选修课须至少选 3门修满 6学分（本研究方向至少选 2门，

跨研究方向至少选 1门）；学术活动至少参加 10次、实习实践环节须满 1个月，创新

创业、省级以上竞赛获奖和出国（境）交流访学（3个月以上）可奖励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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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学

位

基

础

课

公共

基础课

8337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秋
须选

满 8

学分

8337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秋

83321-1 英语（上） 小语种

另行设置

3 秋

83321-101 英语（下） 2 春

学科

基础课

8345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秋 须选

满 8

学分

83454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精读 3 秋

8340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专题 2 秋

专业

基础课

83399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2 秋
须选

满 8

学分

834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 2 秋

83456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2 秋

83457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 秋

83480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题 2 秋

专

业

选

修

课

马克思

主义基

本原理

方向

8345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 2 春

本研

究方

向至

少选

2 门

跨研

究方

向至

少选

1 门

83460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春

8346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 春

83462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2 春

马克思

主义中

国化研

究方向

8346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问题专题 2 春

8346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 2 春

8346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2 春

8340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2 春

思想政

治教育

方向

83335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 2 春

83481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2 春

83331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 2 春

83483 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研究专题 2 春

国外马

克思主

义研究

方向

83470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2 春

83471 国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 2 春

83482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流派研究专题 2 春

83474 生态哲学专题 2 春

中国近

现代史

基本问

题研究

83477 近现代经典文献选读 2 春

83478 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研究专题 2 春

83479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哲学 2 春

83466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2 春

学术活动（10 次以上） 1 研 1-3 必

实习实践环节（教学技能培训）（1 个月以上） 1 研 1 必

论文写作与竞职演说（24 学时） 1 研 2 必

创新创业及省级以上竞赛获奖 1 研 1-3 奖励

学分出国（境）交流访学（3个月以上） 1 研 2-3

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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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培养环节

1. 制定计划

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同一研究方向的导师组成一个学科组，充分

发挥学科组集体培养的优势。导师要把培养人放到第一位，既要做学术训导人，指导和

激发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更要做人生领路人，言传身教引导研究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增强社会责任感。导师根据本规

定结合硕士研究生的个人实际情况，在新生入学前 3个月完成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一

般安排在 6月份。个人培养计划经导师和学位点负责人审定后，递交学院存档。

2．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是实施研究生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

学分制，原则上在 1年内完成，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32学分，课程涵盖了学位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实践课等三大教学板块。根据课程性质主要采取教师讲授、师生讨论、学

生自学、调研实践、读书报告等多种教研形式，部分核心课程提倡教师联合授课。通过

课程学习，夯实硕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相关专业知识基础，培养硕士研究

生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勇于创新的科学素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需

要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任课教师组织的考试、考查或考核，不合格的需要重修，学分不满

的研究生不得进入论文开题报告环节。

3．学术活动

导师和学科组应积极要求和组织硕士研究生参加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活动，硕士研究

生在读期间需要参加 10次以上学术报告会（讲座），使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开

阔视野，培养开拓与创新精神，并鼓励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科研论文，每正式发表

1篇论文，记 1学分（可抵充实践环节学分）。根据我校学科的原有基础和发展趋势，

规定硕士生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1）在 SCI、SSCI、EI 或 A&HCI

源期刊上发表（或正式录用）论文 1篇；（2）被 SCI、SSCI 收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1

篇；（3）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CD、CSSCI期刊发表（或正式录用）论文 1篇，或

在 SCD 源刊发表（或正式录用）论文 2篇；论文要符合专业要求、规范要求和质量要

求，没有完成的硕士研究生不能申请硕士学位。

4．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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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是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应积

极参加教学实践或生产实践、技术服务、社会调查等工作，时间不少于 40学时或一个

月，以培养硕士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教学实践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如独立从事教学实

践工作，或者辅助导师和其他教师参加大学生的某个章节教学、辅导、指导实习、实验、

指导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工作。也可以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深入群众，了解国

情、民情，增强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硕士生的

实践环节由导师或学科组负责检查和指导，须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由导师督促检查，

并进行考核，写出评语，学院收入归档，计 1学分。

5．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加强硕士研究生管理和提高培养质量的有效措施。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

中期考核工作须在第三学期学位论文开题之前完成。考核工作由学院统一领导、学科组

具体负责实施，其中政治思想、道德品质、遵纪守法等方面的考核工作由学院党委组织

有关人员进行；业务考核由各学科组具体负责，主要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科研水平、

专业文献阅读综述报告能力等。中期考核合格的研究生可以继续进行学位论文开题和写

作工作，不合格的要在 6个月后重新进行考核，毕业时间相应地推迟 6个月。对于不适

合继续攻读本学科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落实及早分流。

6．论文开题报告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在深刻把握本研究领域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与实际

项目、课题或需解决的科学问题相结合，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选题，按照要求独立完

成开题报告，并在学院规定时间开题，开题报告主要内容字数应不少于 12000字。开题

报告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内容主要包括：（1）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3）课题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重点与难点；（4）

主要研究方法；（5）课题的创新点；（6）研究计划的进度、预期进展及成果；（7）

与本课题有关的资料积累及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硕士研究生在开题报告会上应就选题

进行详细报告，本学科方向组织 3-5名专家组对报告人所选课题的创新性和可行性进行

重点论证，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开题报告会通过后，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拟订写作

计划并报学院备案。对没有通过开题报告论证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6个月后可以申

请重新开题。连续三次未通过，报研究生院，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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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文中期检查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在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后的 6个月左右接受论文写作的中期

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进行。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阐述论

文工作进度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包括完成的理论研究、实验结果以及获得的结论，特

别要对阶段性工作中已完成且与开题报告内容中不相符的部分进行重点说明，对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和需继续完成的研究内容进行论证，同时介绍论文发表情况并制定与研究选

题有关的论文发表计划和拟发表的论文内容。各学科方向应组织由导师或指导小组负责

人参加的 3-5人的论文中期检查小组对学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进行中期检查。考核

评价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对于中期检查论文不合格的，在导师指导下，限期整改并

及时报学科组重新审核。

8．论文预答辩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预答辩工作由学院统一领导，学科组具体负责实施，一般安排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大约距正式答辩前 4个月进行。学院组织本学科方向 5-7名专家组

成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公开进行预答辩，确定研究生是否如期答辩、延期答辩或不能

答辩。通过预答辩的研究生可以如期进行论文盲审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延期答辩或不

能答辩的研究生需要进行为期 3个月的修改，修改后经导师同意方可申请重新进行预答

辩。两次预答辩不通过者不再进入论文盲审和答辩环节。

9．论文盲审

本科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通过论文盲审方可进行答辩。根据南京林业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办法，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需要送同行专家进行审核和评定是否进

入答辩工作。同行专家的评定意见为“同意答辩”方可答辩；评定意见为“修改后答辩”

须对论文做出解释并修改，修改论文须经所在一级学科学位点负责人认可后方可进行答

辩；评定意见为“修改后重审”，须在论文答辩前提交修改后的论文，修改论文经所在

一级学科学位点负责人认可后重新盲审；评定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研究生，原则上

须在 6个月后重新提交论文进行盲审，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10．论文答辩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前，须向学校提交论文的查重报告，论

文重复率必须低于学校规定的 15%以内方可参加答辩。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答辩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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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统一领导，学科组具体负责实施。学科组组织本学科方向 5-7名专家组成学位论文

答辩委员会，至少有一位专家来自校外，并确定 1名在该学科领域学术造诣深厚和具有

标志性研究成果的博士生导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公开进行论文答辩。答辩工作包括

审阅论文、评定论文和做出评价，对论文是否通过答辩、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是否

确定为优秀硕士论文进行表决。答辩通过的研究生要在导师指导下，根据答辩委员会意

见进行修改；未通过的研究生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 6个月内修改和重新申请答辩。

主要培养环节时间安排表

主要环节 时间安排 责任人 备注

制订计划 入学年的 6月份 导师、学科组
研究生

院和学

院通过

研究生

秘书组

织开展

各主要

环节工

作以保

证培养

工作顺

利进行

研究生

秘书要

做好各

主要环

节的材

料归档

课程学习 第 1-2学期 任课教师

学术活动 研 1-3 导师、学科组

社会实践 研 1-2 导师、学院

中期考核 第三学期学位论文开题前 学科组

论文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结束前 学院、学科组

论文中期检查 第四学期结束前 学科组

论文预答辩 第五学期结束前 学院、学科组

论文盲审 第六学期答辩前 研究生院、学院

论文答辩 第六学期毕业前 学院、学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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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资料 70 种

序

号
著作或期刊 出版社或杂志社 备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4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10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著作

3 《列宁选集》第 1-4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4 《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著作

5 《毛泽东文集》第 1-8 卷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999年版 著作

6 《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 著作

7 《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著作

8 《毛泽东年谱》上中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 著作

9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1985年版 著作

10 《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1994年版 著作

11 《江泽民文选》第 1-3 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著作

12 《胡锦涛文选》第 1-3 卷 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著作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2卷 外文出版社 2014年、2017年版 著作

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学习出版社 2018年版 著作

15 《孙中山文集》上下卷 团结出版社 1997年版 著作

16 《李大钊文集》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著作

17 《陈独秀著作选》第 1-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著作

18 《周恩来选集》上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1984年版 著作

19 《瞿秋白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著作

20 《邓中夏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著作

21 《蔡和森文集》上下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著作

22 《朱执信集》上下集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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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李达文集》第 1、2 卷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著作

24 《艾思奇文集》第 1、2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著作

25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上中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 著作

26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2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2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著作

2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29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30 《西方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31 《中国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32 《西方政治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3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著作

3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著作

3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著作

36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37 《政治学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38 《中国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版 著作

39 《伦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年 著作

40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著作

41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4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著作

43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44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著作

45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当今中国社会思潮》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著作

46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47 《中国教育思想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著作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BF%CB%CB%BC%D6%F7%D2%E5%D5%FE%D6%CE%BE%AD%BC%C3%D1%A7%B8%C5%C2%D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9%FA%BC%CA%D6%F7%D2%E5%D4%CB%B6%AF%CA%B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BF%CB%CB%BC%B6%F7%B8%F1%CB%B9%C1%D0%C4%FE%C0%FA%CA%B7%C0%ED%C2%DB%BE%AD%B5%E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7%F7%B5%BC%B6%C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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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西方教育思想史》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著作

49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著作

5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著作

51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著作

52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 1991-1993年版 著作

53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著作

54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 著作

55 《中国伦理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著作

56 《西方伦理思想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57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58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期刊

59 《红旗文稿》 求是杂志社 期刊

60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期刊

61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 期刊

62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编译局 期刊

63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期刊

64 《社会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期刊

65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期刊

66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期刊

67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68 《哲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69 《伦理学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期刊

70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期刊

注：要求不少于 30 种（学术期刊以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87%AA%E7%84%B6%E8%BE%A9%E8%AF%81%E6%B3%95%E7%A0%94%E7%A9%B6%E4%BC%9A/3530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