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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 2017年 4月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基础上组建而成，是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机构，是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的依托单位。学

院现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点和政治学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设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政策等 6 个学系，设有习

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心、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中心、

国际青年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等 4 个研究机构。学院同时承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秘书处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办公室的工作。已经形成了结构合理、布局整齐的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体

系。2021年获批北京市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校“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 

学院现有专职教师 35人，学科归属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 3人，其中教

授 11人、副教授 14人、讲师 13人。专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29人，44岁以下中青年教师 17

人。另有校内兼职思政课教师 20 人，校外特聘兼职教授 10 人。学院教师中现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分教指委委员 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1人、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1 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授”1 人、

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1 人、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能手 1 人，北京市第十一届

思政课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1人；北京高校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1项、北京高校思政课教

师“扬帆资助计划”2项。 

学校自 2010年 6月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列为重点培育学科，2017年 12月起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列为“双一流”建设重点支持基础学科。2019年 5月，学院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硕士点，建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四个专业，2020年招

收首届硕士生。2020 年 12 月，学院入选“第二批北京市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 年学校

同意新增“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学科布局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2020年 4月被教育

部批准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同时设有政治学一级博士点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博士点（2020年）和硕士点（2018年），专业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理论研究、开放经

济与开放文化研究，2018年起招收硕士生，2020年招收首届博士生。学院按照培养国际化、复合型

高端人才的总体要求，坚持“厚基础、精专业、宽口径”的培养原则，培养具备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学术功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分析国内外相关问题，成为具有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理论宣传、政策规划和国际交流等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全面发展、德才兼备的复合型通才，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扎

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娴熟的外语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熟悉企业党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宽广的学科事业、跨学科学习能力，赋予创新精神，能够胜任

党群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等工作，并具备良好的通过继续深造能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

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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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路径 

基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计体现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理论素养与力行实践、专业

能力与复合通才的“三统一”原则。第一是坚持我校国际化办学和人才培养特色，加强新发展阶段

对人才的家国情怀培育；第二是本专业夯实学生理论素养，注重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并励志

笃行；第三是本专业立志培养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型人才，同时拓宽经管文法理等多学

科知识能力，为学生长期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课程设置能够适应培养“职业类”、“学术类”和

“创业类”三类人才的需要，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和职业规划选择学校的相应课程学习。其中，

“学术类”人才可以选择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加强学术能力培养，围绕某个专业方向继续深造学习，

为未来从事学术研究或其他专业工作奠定基础。“职业类”和“创业类”人才则主要是在学院和学

校就业创新部门综合指导下，以未来就业为培养目标的综合学习素质培养，建议学生选修实务型、

与企业管理和法律问题密切相关的课程。 

 

四、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一）专业准入标准 

本院可以根据学校统一安排，接收学校部分其他学院的学生转入本学院专业学习。政治理论与

思想品德课程组取得不低于 80分的成绩，准予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专业继续进行专业学习。 

（二）专业准出标准 

申请参加我院专业准出的学生必须达到以下条件： 

1.所修专业必修课平均分不低于 85分。 

2.所修政治理论课成绩必须达到 80分以上（含 80分）。 

3.所修英语类课程成绩必须达到 75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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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30503 

专业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所属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宽口径厚

基础的复合型通才，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基础、
娴熟的外语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企业管理
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具有宽广的学科视野、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富于创新精神，能
够在党政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及新型社会组织从事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等方面的
相关业务工作，并具备通过继续深造成为行业领军人才的良好潜质。 

学生毕业后经过五年的职业历练，能够通过主动学习、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来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科技发展，能够较好地适应独立和团队工作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优秀
者能够成长为工作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中层管理干部。 

 

本专业毕业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 1：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 

培养目标 2：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培养目标 3：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扎实的商务英语基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能胜任企业国
际化经营的党建和管理工作。 

培养目标 4：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企业管理的
复合知识结构，善于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认识、理解以及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尤其是企业党
建管理方面的现象和问题。 

培养目标 5：具备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能够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
党历史、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辅修自学等方式，
在某个专业方向上达到较高水平。 

 

二、课程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须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各类课程，总学分修满 173学分并达到毕业要求方可毕业。 

1. 课程学分为 145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核心通识课程 

“四史”教育与国家治理 

4 

文化传承与经典选读 

世界文明与全球视野 

文学修养与艺术鉴赏 

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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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组 课程子模块 学分 

通识课程 

（14学分） 
选修通识课程 

美育 2 

文学与写作 

8 

文化与历史 

哲学与心理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劳动 

通修课程 

（64分） 

新生研讨课 
新生研讨课 1 

经济学专题 -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  19 

英语 

（20学分） 

语言技能 不低于 10学分 

其他  

体育与健康  4 

数学 C类 4 

信息技术基础  4 

经管法基础 

（10学分） 

经济类  

管理类  

法学类 不超过 4学分 

国际组织类 2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  2 

专业课程 

学科基础课 

（55学分） 

必修课 20 

选修课 35 

专业方向课  12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门暑期学校课程。 

 

三、学制与授予学位 

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下的弹性学习年限，3－6年内修满学分可以毕业。学生修满毕业所应取

得的最低总学分为 173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后，发给毕业证书；

其中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毕业要求 

4.1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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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

《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管理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习惯。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树立诚信意识，履约践诺，知行统一，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具备社会责任

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4.1.2 身心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体育达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

节能力。 

4.1.3 科学文化素质。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鉴赏能力； 

对传统文化与历史有一定了解。 

4.1.4 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熟悉党和国家有关企业党建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了解国内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动态。 

4.2知识要求 

4.2.1 基础知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党建、法学、管理学、信息技

术等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为学习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4.2.2  工具知识。熟练使用计算机；熟练运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专业文献检索、数据处理等； 

熟练使用专业数据库进行专业论文以及研究报告撰写。 

4.2.3 专业知识。牢固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既要系统掌握思想政治教育

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也要具有政策理论分析和党建系统应用的基本能力，还要充分了解企业经

营管理、企业党建政策前沿和实践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解决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问题的

基本能力和创新能力。 

4.2.4 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知识。了解创新创业与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4.3能力要求 

4.3.1 通识能力 

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业务工作的能力；具备较强

的外语阅读、听、说、写、译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主动进行终

身教育和终身学习，适应企业党建理论实践快速发展的客观情况，与时俱进。 

4.3.2 专业能力 

能够在企业党建实践活动中灵活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对各种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信息加以甄别、整理和加工，从而为政府、企业、监管部门等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对策建议。能够运用

专业理论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4.3.3 创新创业能力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把握企业党建发展的趋势，学以致用，创造性

地解决实际金融问题。具有专业敏感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中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4.3.4 职业发展与社会能力 

拥有认识职业、收集信息、选择职业、自我分析、职业决策和设计职业发展的能力，并能对职业

生涯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能针对职业发展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具备适应职业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 

具有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社会认知能力；具备

在社会更好生存以及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所需的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用道德规

范约束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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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支撑矩阵表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4.1.1 H L L L L 

毕业要求 4.1.2 H L L L M 

毕业要求 4.1.3 H M L L L 

毕业要求 4.1.4 H M M L M 

毕业要求 4.2.1 L H L M M 

毕业要求 4.2.2 L H L M M 

毕业要求 4.2.3 M M L H M 

毕业要求 4.2.4 L L L M H 

毕业要求 4.3.1 L M H M H 

毕业要求 4.3.2 M M M H M 

毕业要求 4.3.3 L M L M H 

毕业要求 4.3.4 L L L M H 

注：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H 至少覆盖 80%，

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盖 30%。 

 

五、通识通修课程选修要求（专业入门课程） 

修读本专业的学生，在通识通修课中必须修读以下课程：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备注 

学科基础课 
IPE10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48 3 1  

IPE2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48 3 3  

 

六、主要课程89 

 

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专业基础必修 

IPE10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32 2 1 必修课 

IPE2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48 3 3 必修课 

IPE202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32 2 3 必修课 

专业基础选修 IPE206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32 2 3 必修课 

专业方向必修 IPE207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32 2 4 必修课 

 
8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要求以下主要课程平均绩点达到 2.00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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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专业方向必修 
IPE208 党内法规理论与实践 32 2 4 必修课 

IPE306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实务 32 2 5 必修课 

专业方向选修 LAW346 公司法 32 2 3 必修课 

 

七、毕业要求实现矩阵 

 

表 2. 必修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专业

入门

课程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导

读 
H L M M H M M M M M M M 

德育概论 H H M M H M M M M M M M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H M M M H L M M L M M M 

西方哲学史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社会学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M M M M H M M M M M M M 

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

代治理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中国政治与跨文化传播

研究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西方经济思想史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公司法 L L M M H M M M M M M M 

国际法学 H M M M H H M M L M M M 

中国古代管理学说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中外文化交流史 L M M M H M M M M M M M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M M M M H M M M M M M 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L L M M H M M M M M M M 



752 

课程

性质 
课程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学科

基础

必修

课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

育史 
H M M L M L H H M H H H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H M M L M L H H M H H H 

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 M H M L M L H H M H H H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H H M L M L H H M H H H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法治与文明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

经济理论经典著作研读 

 

L 

 

M 

 

M 

 

L 

 

M 

 

L 

 

H 

 

H 

 

M 

 

H 

 

H 

 

H 

专业

方向

必修

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H M M L M L H H M H H H 

党内法规理论与实践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当代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M L M L M L H H M H H H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实

务 
L M M L M L H H M H H H 

企业行政管理 L L M L M L H H M H H H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应用

文写作 
L L M L M L H H M H H H 

主要

课程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

育史 
H M M L M L H H M H H H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H H M L M L H H M H H H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H M M M H M M M M M M M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H M M L M L H H M H H H 

党内法规理论与实践 M M M L M L H H M H H H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实

务 
L M M L M L H H M H H H 

企业行政管理 L L M L M L H H M H H H 

公司法 L L M M H M M M M M M M 

注：根据必修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高）、M（中）、L（弱）”表示。支撑强

度的含义是指该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其中“H”至少覆盖 80%，“M”至少覆盖 50%，“L”至少覆

盖30%。表中教学环节是指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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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育人体系包括：军事理论及训练、实验（上机）模块、实习（实训）模块、论文（设计）模

块和科研创新实践活动模块；具体分布在教学环节和二课堂环节。 

1.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学分 

 

项目 总学分 

社会实践 

军事技能 2 

社会调查 2 

其他实践 1 

专业实习 
认知实习 1 

岗位实习 4 

实验课 
独立开设的实验课 

10 
课内实验 

劳动教育 2 

毕业论文 6 

合计 28 

注：（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军政训练由武装部通过军训、军事理论学习等方式安排。社会调查和其他实践活动由团委负责

安排并考核。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由学院负责安排并考核。 

（3）学生须在培养方案中完成共计 10学分的实验学分。可包含独立开设的实验课和课内实验。 

（4）学生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5）学生须完成 2个学分的劳动教育必修课，总学时不少于 32学时。其中理论课程不少于 8学时，

该理论学时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劳动相关课程或劳动教育MOOC课程来完成。 

 

2. 实验课程列表 

 

开课学院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学期 学分（实验学分） 

马克思主义学院 IPE209 企业党建与管理实践 4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IPE308 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前沿 5 5 

 

九、教学计划表（2022年）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学科 

基础 

必修 

IPE10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2 2 2 

IPE102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32 2 1 

IPE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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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学科 

基础 

必修 

IPE103 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 32 2 2 

IPE2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48 3 3 

IPE202 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32 2 3 

GED115 道路与人生 32 2 2 

IPE205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导读 32 2 4 

GED304 法治与文明 32 2 4 

学科 

基础 

选修 

IPE104 德育概论 32 2 2 

IPE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32 2 1 

IPE107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32 2 2 

IPE108 政治经济学前沿问题 32 2 2 

IPE109 领导力概论 32 2 2 

IPE204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32 2 3 

IPE206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32 2 3 

IPE210 党政工作实务 32 2 3 

STA217 统计调查 32 2 3 

HUM309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32 2 4 

HUM260 西方哲学史 32 2 4 

HUM302 社会学 32 2 4 

HUM301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2 2 4 

IPE301 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 32 2 5 

IPE30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治理 32 2 5 

IPE304 中国政治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32 2 5 

ECON313 西方经济思想史 32 2 2 

LAW346 公司法 32 2 4 

IPE303 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 48 3 6 

LAW256 国际法学 32 2 6 

HUM441 中国古代管理学说 32 2 6 

ADM386 企业行政管理 32 2 6 

HUM242 中外文化交流史 32 2 7 

IPE401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32 2 7 

LAW24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3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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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 

方向 

必修 

IPE2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经济理

论经典著作研读 
48 3 4 

IPE207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32 2 4 

IPE208 党内法规理论与实践 32 2 4 

IPE305 当代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32 2 5 

IPE306 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实务 32 2 5 

IPE307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应用文写作 32 2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