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院简介：

沈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组织机构可以追溯

到建校之初的 20世纪 50 年代，历经马列主义教研室、社科系、社科

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2014 年 12 月，更名为马克思主义

学院。学院承担全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

究生培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文学艺术类教学等工作。具有马克

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四个

二级学科。学院现在职员工 27人，院外兼职教师 15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18人、讲师 17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5人。

学院发展坚持规范管理与科学服务，注重坚持贯彻党的立德树人

的教育宗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优化学术团队建设，着力培育教师

的教学能力、学术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教学、科研和学科在人才培

养、学术研究、咨政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贡献力。注重发挥党

的建设在学院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建设政治优秀、高效团结、创新实

干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教学、科研、学科发展等方面取得了

突出成绩，思政课情景剧教学法、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法等获教育部思

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项目，并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入

选教育部思政课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重点项目 1项，一般项目 3项。思

政课教学团队荣获 2013 年度辽宁省思政课优秀教学团队。教师获批



2014 年度教育部思政课年度影响力人物 1 人、2015 年度思政课年度

影响力提名人物 1人；辽宁省教学名师 3人、学校教学名师 6 人；辽

宁省高校优秀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 2 人。在辽宁省教学基本功大

赛中共有 7 人获得一等奖、7 人获得二等奖、6 人获得三等奖。教学

改革与研究成果在省内名列前茅。近年来共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9 项，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 20 余项。学科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8 年顺利通过教育部学位点评估。经过长

期不断的积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

实力，学科建设已形成特色。

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下设

四个二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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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该学科点设有 3个研究方向：一是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研

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现代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

理论。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该学科点设有 3个研究方向：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现实

问题研究；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规律研究。

3、思想政治教育



该学科点设有 3个研究方向：一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

研究；二是思想政治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三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

设研究。

3、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该学科点设有 3个研究方向：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研究；二是近现代东北地区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研究；三是中

国近现代航空史研究。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丹

办公电话：024-89724448

地址：沈阳道义经济开发区道义南大街 37号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110136



马克思主义学院导师介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它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

展的历史，研究它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级学科

下设四个二级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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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名单：（14人）

1.翟文豹 2.赵冰梅 3.张 澜 4.王洪飞 5.王秀华

6.张国良 7.李嘉美 8. 曲洪波 9.吕 健 10.李金华

11. 傅畅梅 12.周琳娜 13.崔 楠 14.姜爱华

导师简介：

导师：翟文豹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62年 10月生，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党委书记 。1998年，在东北大学评为行政管理专业教授。



多年来一直在省教育厅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2012年开始，

任辽阳、本溪两市组织部长，2016年起任锦州市委副书记兼任政法

委书记，对社会管理，特别是对政法工作、信访、组织、安全生产等

方面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

导师：赵冰梅

职称：二级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电子邮箱：zbmhh@126.com.

1962年 7 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二级教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当代社会思

潮》等课程。是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带头人、辽宁省省级

教学团队、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带头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会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辽宁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理事等。

获得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4年度影响力人物、辽

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教师、沈阳市优秀专家、沈阳市五一劳动

奖章、沈阳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10部，参编著作 10部，公开发表论文 40篇。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等课题 50余项。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 1项，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

推广计划”入选项目 1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

辽宁省教学成果奖多项。

导师：张澜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电子邮箱：shwszx@126.com.

1968 年 11 月生，辽宁清原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现任心理研究所所长，“沈航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负责人。主

讲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主要研究方向：心

理健康教育。

获得辽宁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班主任（导师）标兵、辽宁省高等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结对子”活动先进个人、校教学名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1 部，主编、参编著作 9 部，公开发表论文

60篇。主持省部级、市厅级课题 48 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厅

级课题 3项。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基础》获辽宁省高等学校加

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三等奖；1项教学改革成果获

的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科研情况：教学工作扎扎实实，走在前列，科研成果丰富。近年



来，她先后发表论文 6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10部；主持和参与

了教育部、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社科联----“辽

宁居民生活水平地区差异研究（L07BSH015）”、“加强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对策（L12DZZ059）”、“宗教对大学生影响问题

（08WD2172）”等课题 50余项。专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基础》

2010 年被评为“辽宁省高等学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优

秀专著三等奖”。

导师：王洪飞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1961 年 12月生，辽宁庄河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校工会常务副主席。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会副秘书

长。主讲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主要研究方向：思想

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曾获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带头

人、沈阳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2 部，参编著作 15 部，公开发表论文 30篇。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 26 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

厅级课题 15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导师：王秀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62 年 11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教授，辽宁省教学名

师，辽宁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带头人，首批入选辽宁省

21 世纪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同行评审专家，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创意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主持完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国家发改委项目、

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沈阳市科技

局软科学、省社科联、省教育厅等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25 项；主要参

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其他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获得辽宁

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府奖）一等奖 1 项，其他省

市级奖项 10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12部。独立完成或以第一作者发表

学术论文 50余篇。

导师：张国良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1964 年 10月生，吉林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总务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主讲《思想政治教育

学》等课程。近年来，主编、主审专著 3 部，公开发表论文 40余篇，

其中被三大检索论文 9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8篇；主持、参与国



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等课题 30余项。

其他荣誉称号:近年来获辽宁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2 项;

辽宁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2 项; 沈阳高校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创新奖 2 项,所带团队曾获 2015 年辽宁省教育先进集体。

导师：李嘉美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74 年出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教授，哲学博士，博士

后，2013 年在加拿大从事一年高级访问学者工作，硕士研究生导师。

入选辽宁省第七批“百千万人才工程” 百层次人才、辽宁省高

等学校优秀人才——杰出青年学者优秀人才计划人才、荣获沈阳市优

秀专家、沈阳市“五一巾帼”先进个人、沈航研究生教育“先进个人”、

校优秀科技工作者、辽宁省第九届青年科技奖等多项荣誉称号。担任

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省社科联等同行评审专家库专家，担任

辽宁省社会学会理事等。主持完成沈航首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著作

《幸福书》获辽宁省第四届政府奖暨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一等奖。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哲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等

CSSCI、全国中文核心及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余篇。写作

及参与学术著作 9部，4 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主持国家、省社

科基金项目等各类课题 30 余项，撰写的著作、论文、研究报告等共

获得优秀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5项，被国家、省、市政府



相关部门采纳、应用的研究成果 10余项，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

领导批示。

导师：曲洪波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电子邮箱：quhongbo688@126.com.

1978 年 8月生，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讲本科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当代世界经济与政

治等课程；研究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近现代重大

问题研究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思想政治教育。

入选全国思政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辽宁省思政课影响力

人物、获评辽宁省思政课优秀教师、辽宁省思政课骨干教师、辽宁省

思政课教学能手、沈阳市优秀教师、沈阳市师德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2 部，主编出版校规划立项教材 1部，公开发

表论文 40 余篇。主持教育部思政专项课题 2 项，辽宁省社科基金项

目 2项，辽宁省社科联课题 4项，辽宁省教育规划课题 2项。主持辽

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

入选辽宁省首批思想政治教育杰出青年培育人才、辽宁省首批思政课

教师择优资助计划、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首批展翼人才支持计划。



导师：吕健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建

电子邮箱：grace110034@126.com.

1968 年 4 月生，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主讲课程：中国近现

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党

建。

近年来，出版专著 4部，参编著作近 10 部，公开发表论文 30 余

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 20 余项，参与国家级、省部

级、市厅级课题 30 余项。获得辽宁省 2011-2012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奖三等奖（2016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13 年获得辽

宁省思政课教学名师称号；2015 年获得辽宁省优秀教师称号；2017

年获得辽宁省高校“我身边的好书记”。

导师：李金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电子邮箱：zhouweili_123@163.com.

1964 年生，辽宁沈阳人，中共党员，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硕士学位。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德育课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获得校“优秀教师”、“‘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科技

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辽宁省高校

思政教师‘结对子’先进个人”等称号；获得辽宁省政府成果三等奖

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三等奖 2 项；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3项、三等奖 1项；辽宁省教育厅“两课”教学理论研究成果、沈阳

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等各类成果奖 10 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思

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近年来，发表省级以上学术论文 40 余篇，

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10 篇；主持完成各级各类课题 9 项，其中省

社科基金课题 2项；参与课题 30 余项；出版六部著作与教材。

导师：傅畅梅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电子邮箱：changmei_fu@126.com.

1972 年 6 月生，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现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主任。主讲课程：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科技、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哲学与

思想政治教育。

曾获得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校优秀教师、校

优秀青年教师、校优秀科技工作者、校“三育人”优秀个人。



近年来，出版专著 1部，参编著作 2部，公开发表论文 30余篇。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 9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厅

级课题 10 余项。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1项，获省政府成果奖 2项、获其他教学科研奖 10 余项。

科研情况：近年来，先后在核心期刊《哲学研究》、《自然辩证

法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有的被《新华文摘》、《人

大复印资料》转载。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一部，参研著作一部。主持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经济社会发展课题多项，并作为执行负责人参

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

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1次，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 次，

获市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多次。

导师：周琳娜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80 年 9 月生，辽宁锦州人，中共党员，博士后，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万层次人才，现任党政办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讲《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现代

化》等课程。曾获校优秀教师、“三育人”标兵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1 部，公开发表论文 15 余篇。主持、参与省

部级、市厅级等课题研究 20 余项。



导师：崔楠：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1979 年 7 月生，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副院

长，主管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工作。

主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工程伦理》

等 5门课程，主要研究方向：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曾获得辽宁省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2次，获得辽宁省教学成果奖 2次。出版著作 1 部，

主持省部级项目 5项，主持其他各级各类课题 20余项；发表省级期

刊以上论文 30 余篇；参加辽宁省、沈阳市教学比赛，多次获得一等

奖，被授予沈阳市“教学标兵”称号。曾获得辽宁省研究生工作先进

个人、省教育科研骨干、校优秀教师、校优秀科技工作者、校班导师

标兵等称号。

导师：姜爱华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邮箱：helen286@163.com.

1975 年 4 月生，辽宁沈阳人，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讲本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法论课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2015 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外放学项目的资助，在英国牛津大

学哲学系访学一年；2018 年获辽宁省思政课教学比赛一等奖，并获

辽宁省思政课教学能手、校优秀教师称号。

近年来，出版专著 1部，参编教材 2部，公开发表论文 20余篇。

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 2 项，辽宁省社科联课题 1项，沈阳市社科

基金课题 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课题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