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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是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航）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特

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开放式大学，隶属于工信部

 196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七五”、“八五”均被国务院列为重点建设的全国15所大学之一

全国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高校之一

 1995年首批进入“211工程”

 2001年进入“985工程”

 2017年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

一、学校基本情况



西北工业大学是我国唯一

一所以同时发展航空、航天、

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为

特色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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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通过以“学生国际化培养”为核心的翱翔四海计划、以“国际学术声誉

提升”为核心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工程和以“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

的国际化培养模式教育改革试点项目，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多种模式。



一、学校基本情况

2014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比利时首相共同见证下，学校与比

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签署合作协议。



二、学院基本情况

2015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合作共建；

2018年获批陕西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校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

提出并落实“集全校之力办好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十三五规划：“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引领，繁荣我校哲学社会科

学”。



学院现拥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

学科博士点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硕士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级学科硕士点下设4个二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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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

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二、学院基本情况



学院承担了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着力推进教育教学方式的

改革，积极推行系统讲授、专题教学、教学实践

“三位一体”的思政课新教学模式。

“十三五”期间，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

面不断创新，秉承“创新 开放 特色”的发展理念，

努力建成在国内独树一帜的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理

论学科。

二、学院基本情况



思政教育专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1995
硕士点

2006
博士点

三、学科发展史 个科建设：发展史

1984
本科专业

西工大马学科发展史

2006
一级硕士点

四个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学院现有专任教师44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8人，

45岁以下教师占比65.91%，博士学位教师占比59.09%。有专兼职博

士生导师22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严书翰，

全国优秀“两课”教师王向明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域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10余位专家学者担任讲座教授和博导。

师资队伍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被央视采访，在2018.1.19新闻联播中报道

四、师资队伍



五、研究基地

序号 名 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中心
教育部 2018-12

2 西部国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教育部 2008-05

3 陕西省重点舆情信息研究中心 陕西省委宣传部 2016-12

4 陕西省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陕西省委宣传部 2016-12

5
国防特色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中心
陕西省教育厅 2018-06



六、科研团队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陕西省

省级教学团

队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优秀教学团队

崔华华

高旭红
2013-12 马克思主义理论

2

教育部

部级教学团

队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自然辩证

法》在线课程建设

团队

贺 苗

张云龙
2017-06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七、学科特色及优势
学科特色

（1）以红色文化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特色方向，以延安精神、社会主义

和谐劳动文化与国防军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国防科技人

才培育的有机融合。我校《构建国防特色实战平台，培养三航领域时代新人》入

选全国第一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2)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新时代的具体经验为基础，

结合我校的工科优势与特色，探讨由当代科学-技术-工程所引发的社会、政治与

伦理问题。由我校倡导并主办了两届“马克思主义STS学术论坛” （2017、

2019）。

(3) 发挥西部区域优势，探索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创新模式。《西安航空产业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研究》获2017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七、学科特色及优势

学科优势

（1）学科总体实力不断增强。拥有一支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学养深厚、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的学科团队。2016年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点自评估，由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组成的专家现场检查，评估结果为“优秀”。

（2）科学研究成果丰硕。主持16项国家级基金、33项教育部等部委课题、6项博士后基

金、58项省级课题；在“三报一刊”发表论文20多篇，在CSSCI等期刊发表论文260余

篇，出版学术专著28部；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

（3）学科平台支撑有力。拥有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陕西省重点舆

情信息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等10多个研究基地和平台，拥有

充足的网络数据库资源。

（4）服务社会成绩显著。加强智库建设，参与工信部、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多项决策

咨询，先后提交咨询报告、舆情信息研判200余项，多项被中宣部采纳；在校内外开展

“移动党课”；参与陕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八、课程与教学

⚫ 在课程设置中：

重视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等

史论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等

立足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研究等

面向世界：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等

⚫ 在课程教学中：

师资充足：我校充足的专任教师

聘请名家：冯刚、范文、严书翰、钟明华、胡大平、丛小平等授课



九、研究生奖助体系
我校建立了多类别、多层次、覆盖率达到100%的完备的奖助学金体系。研究生奖助体系由奖

学金、助学金和培养改革基金等部分组成。奖学金由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社会活动奖
学金、专项奖学金和集体奖励组成；助学金由基本助学金、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助
管）津贴和社会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临时困难补助、绿色通道等组成。

1.研究生奖助标准及比例

类型 名称
每年奖励额度（万元
）

覆盖比例

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 博3.0硕2.0 学院择优推荐

学业奖学金
一等学业奖学金 博1.8硕0.72 20%

二等学业奖学金 博0.9硕0.36 80%

专项奖学金（CASC奖学金） 0.5 学院择优推荐

社会活动奖学金、专项奖学金、先进班级
/模范班级等

0.2—3.0 学院择优推荐

助学金
基本助学金 博2.04 硕0.84 100%

助研岗位津贴 博0.36 硕0.12 100%

2. 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
为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科研实践，学校每年专门设立研究生创业创新种子基金项目（重点
项目资助2万元，一般项目资助1万元），鼓励以项目研究为基础，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十、 学术交流

学院重视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积极举办各类学术会议，每年邀请一定数量的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我院做学术报告及开展其他各类学术活动。



十一、国际合作与交流
学院开展各类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资助师生举办及参加国内外高水平会议，资助
学生参加每年的寒暑期出国（境）交流项目及各类短期出国（境）访学项目及开
展创新实验项目。



二、国际合作与交流



欢迎报考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