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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德树人

中国智慧

中国故事 

代初，社会科学部与数理教学部等合并成立基础教学部，2007

年，基础教学部体制变更为文理学院。2016 年，学校成立马克

思主义学院。

经过 3 年的努力，董金明教授团队的老师分工协作，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

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中所有与海洋强国理论和实

践有关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2016 年，《走向海洋强国——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海洋意识教育新视野》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正式出版，这也是国内高校第一本关于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

出版物。

有了自己编写的教材，有关“海洋强国”的大思政教学实

践就有了抓手。同时，学科建设也进一步聚焦学校特色。据悉，

上海海事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下简称“学院”）聚焦海

洋强国、航运强国战略，服务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和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思政课教学

等方面已形成较为鲜明的海事特色。

由于教材启动早，理论研究扎实，师资队伍强，在此基础

上，2017 年学院成功获批上海市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

获批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

2023 年，学校入选首批上海市“大思政课”建设重点试

验高校，获批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上海海事大学基地，入选上海市特色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单

位。

在教材方面，除了《走向海洋强国》，学校又陆续出版了《大

国航路》《走向深蓝》《中国航海史》《中国航运史》等系列著作，

推动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思政模式。

堂参与授课等形式推动学校大思政课建设。

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宋宝儒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3 月 6 日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

结合起来”。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航运特色鲜明的高校，作为

上海市首批“大思政课”建设重点试验高校，构建校内外一体化、

大中小幼协同的海事特色“大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是形势所需，

更是现实的需要。上海海事大学将结合海洋强国、航运强国建设，

充分运用新时代海洋强国、航运强国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

上海得天独厚的航运、海洋资源，打造海洋强国、航运强国“大

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引导青年大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强

文化自信，树立为海洋强国、航运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获批“大思政课”建设重点试验高校后，党委副书记兼马

克思主义院长贺莉又主持召开研讨会，对学校的大思政课建设

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指导和部署方案的实施。今年以来，贺

莉多次参加与各大思政基地的签约、大思政课教学展示等活动，

对该项重要工作进行指导和把关。

最早出版有关“海洋强国”的大思政教材

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董金明教授告诉《新

民周刊》，虽然学校是在 2023 年 2 月入选上海市首批“大思政

课”建设重点试验高校，但学校对于“大思政”的实践探索早

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海洋强国”上升至国家战略的

高度，海洋在现代化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行业性的院校，针对学生的专业

特点和培养目标，我们要加强海洋强国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董金明表示。2013 年，由上海海事大学校党委牵头，董金明

教授团队开始承担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试点项

目——在大学生中推进“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思想

教育的内容与途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做这个课题时，当时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还没有成立。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是 1959 年组建的上

海海运学院，学校成立时就设置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马列主义教研室更名社会科学部，上个世纪至 90 年

　　由于教材启动早，理论研究扎实，

师资队伍强，在此基础上，2017年

学院成功获批上海市高校示范马克思

主义学院建设单位；上海海事大学马

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

心获批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