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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部简介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系组成。现有1个

博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思想政治教育），2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

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1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政治经济

学），1 个本科专业（哲学）。 

         拥有上海高校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原学科，2016年获批上海

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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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社会科学学部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多人获得“全国师德先

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 、“全国

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2016年度影响

力人物”等荣誉称号。1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1位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浦江人才计划”1位，“曙光

人才计划”1位，“阳光人才计划”3位。 

        拥有上海市教学团队1个、上海市思政课名师工作室2个， 4人获“上海市高

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称号，1人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 称号，4人入

选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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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成果 

        近年来，完成国家社科基金15项，其中重点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26项，横

向课题14项；在“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学研

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73篇，其

中，在国内权威（A类）报刊杂志发表论文16篇，CSSCI论文207篇，A&HCI论

文1篇。出版专著27部、编著教材26部、译著2 部。其中，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文

库1项，获得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3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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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成果 

     探索形成了“基于问题逻辑的问题解析式教学”、“项链模式”，增强了思政
课的亲和力和影响力，教育部来上大召开现场会，要求在全国推广上大经验。首
开“大国方略”课程，探索了新时期思政课改革的新方向。 

 

金东寒校长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做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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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科设置 

博士 

二级：
思想政
治教育 

硕士 

一级：马克思
主义理论 

一级：哲学 

二级：政治经济学 

二级：（6）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4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5 思想政治教育 
6 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二级：（8） 
1 马克思主义哲学 
2 中国哲学 
3 外国哲学 
4 逻辑学 
5 伦理学 
6 美学 
7 宗教学 
8 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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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后与美国罗格斯大学、俄罗斯最高

经济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夏威夷州

立大学、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韩国首尔市

立大学校等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拓展

本科生、研究生的国际交流项目，每年送出多

名学生出国交流。 

六、海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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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外学术平台 

        以学术为主导，依托学科资源，积极推动多样化课外培养平台建设，推出了
“九九沙龙”、“社科论坛”、“经典读书会”、哲学兴趣小组、哲学名家寻访
等多项学术品牌活动，成立了“泮溪爱智社”专业类学生社团以及学生理论宣讲
团，创办学生刊物《爱智慧》，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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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研平台 

        以培养研究生问题意识，提高其研究问题能力为出发点，学部积极组织研究

生参与到各类校内外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先后组织研究生参与“上海市公民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与素养调研”、“上海市白领人文社会知识与素养调研”、“特大

城市社会治理调研”等项目。在2015年第十四届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暨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上海市选拔赛中，

研究生申报的题为《生命之花在志愿服务中绽放——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志愿文化

现状及对策思考》作品荣获上海市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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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践平台 

坚持将“社会需要、学科优势、人才培养”相结合，努力拓展和整合校内外资源，让学
生在社会实习、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拓展学生综合素质。 

先后与浦东新区宣传部、闸北区教育局、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培训部、浦东金桥经济技术
开发区综合党委、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政府、、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学生生涯发
展教育与就业实习基地”，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毕业生就业流向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也涵盖各类公司、企业。目前毕业生在高校从事行

政及辅导员工作的人数已达近百人。而近几年，学生选择进入公司、企业就业比例也在逐渐上升。 

以2015年为例，共有研究生毕业生52人，其中：3人考取省部级或地市级公务员，5名硕士成功

考进更高学府和研究机构继续深造（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1名

博士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6人进入高等院校或中小学工作，13人进入500强企业工作，

9人在各类型公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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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毕业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