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科学类 
 

 

 

一、社会科学类介绍 
 
本大类包含社会科学学院和外国语言文学系，涵盖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国际政治（含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

方向）、政治学与行政学、英语（含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日语等本科专业。社会科学旨在传承和发展人类

文明，理解和探究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预测和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中，清华大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梁启超、赵元任、费孝通、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诸多中国社会

科学的奠基人都曾在清华社会科学各学系执教或学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目前清华相关学科

的师资队伍中，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流学者，科研和教学实力雄厚，为有志成为促进我国乃至人

类社会发展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的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优质的师资队伍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培养特色和优势 
 
社会科学大类秉承“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传统，倡导运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探讨政

治、经济和社会现象，引领和推动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新理论、新方法，为应对国家治理重大需求和社会经济

发展重大挑战提供新思路。进入本大类学习的学生，将经历一年的通识平台学习和三年的院系内跨专业学习。通过系

统学习和扎实训练，学生将具备从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提取关键信息并形成自身合理判断的能力，了解人类社会文

化重大现象的来龙去脉，掌握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希望学生具有深厚

的人文关怀，能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和论点，具有较强的双语阅读和交流能力。大类邀请资深教授和各学科

最前沿的学者讲授平台课和专业课，教学过程注重学生的价值观养成、综合能力培养和系统知识结构的形成。以小班

教学、研讨型课程为主的多元化教学形态，有利于师生更为深入地交流。教学模式的弹性化设计，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国际化的培养过程和学习经历、丰富的辅修学位选择，让学生具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

复合的基本素质。 

 

三、专业确认方案 
 
通过高考招生确认到社会科学学院与外文系，大一第二学期完成院系分流；从大二开始，学生遵照各专业培养方案，

并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课程学习；大三结束前，学生确定最终毕业学位的专业。外语专业保送生按教育部相关政策执

行。 



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社会学关注社会现象的结构基础与制度根源。本专业旨在培养理论素养扎实、方法训练有效、具有“社会学

的想像力”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具体如下： 

A、具备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中独立从事管理和研究的工作能力。B、具备在

社会学本专业或其它领域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学术基础。 

C、具备成为未来领袖、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责任感。 

 

二、培养要求 
 
成效a、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能力； 成效b、独

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 

成效c、在团队中从不同学科发挥作用的能力； 成效d、发

现、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成效e、对所学专业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理解； 成效f、有

效的沟通能力。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第一学年重点学习外语、数学、人文与社会大类共同基础课程，第二学年重点学习社会学专业

的专业认定课程和社科方法课程。第三学年重点学习社科选修课程。第四学年重点完成毕业论文及个性化课程。 

第二学年结束时进行专业初选，第三学年结束时进行专业认定。完成社会学专业相关课组和培养环节要求

的，经专业认定后，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1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专业实 

践环节 25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4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学院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下：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

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 

（1）基础课程 26 学分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4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1）数学课及大类平台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必修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必修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必修 

1042129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4学分 必修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必修，可用社

会学概论替代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073 心智、个体与文化（英）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必修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10700123 人的毕生发展 3学分  

00701643 认知科学简介 3学分  

10700163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10510273 经济学通论 3学分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2）专业核心认定课程 24 学分 必修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至少 6 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11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 3学分  

4070018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下） 3学分  



 

4070012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学分  

3070063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2） 3学分  

40700133 社会统计学 3学分  

40700103 社会分层与流动 3学分  

40700363 城市社会学 3学分  

4070523 教育社会学 3学分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替代，特殊

情况需经本专业教学主管审批同意，替代最多不能超过两门。 

(3) 专业选修课程 32 学分 限选 

大类平台课程中的社科类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课程，请参

阅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全球治理等各专业/方向的社

科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283 社会学概论 3学分  

40700583 中国社会学史 3学分  

40610763 政治社会学 3学分  

30700383 社会科学统计学入门 3学分  

40700143 社会网分析 3学分  

40700353 农村社会学 3学分  

40700383 经济社会学 3学分  

40700343 家庭社会学 3学分  

40701083 历史社会学 3学分  

40700903 性别社会学 3学分  

30700203 社会运动 3学分  

40700823 劳工社会学 3学分  

40700163 组织社会学 3学分  

40701272 中国社会学思想史 2学分  

 宗教社会学 3学分  

40700173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3学分  

40700373 医学社会学 3学分  

40700823 消费社会学 3学分  

40701173 金融社会学 3学分  

40700733 环境社会学 3学分  

00701552 空气污染的社会研究 2学分  

00701332 性别与科技 2学分  

00700692 技术社会学专题 2学分  

10700212 睡眠与健康 2学分  



 

40700153 文化人类学 3学分  

40701383 人类学经典研读 3学分  

40701292 社会科学论文写作 2学分  

40701391 死亡社会学 2学分  

10700172 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治理 3学分  

3. 专业实践环节 25 学分 

（1） 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 学分 必修/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研究训练（SRT、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 2学分  

（2） 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社会科学学院 

经济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与方法，专业基础扎实，具备进入国内外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继续深造的潜力。 

能够灵活运用经济学的原理，理解我国及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并有能力参与相关的经济决策制定。富有家国情怀与社会

责任感，拥有全球视野和理性认知，具备成为各行业领军人才潜质。 

 

二、培养要求 
 
基于上述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要求如下： 

价值塑造：在充分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能够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深入了解中国经济

发展实际，提升社会认知，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祖国，具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高级人才。 

能力培养：能够对不同经济理论观点进行比较和评价，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检验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能

力，具有跨学科沟通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批判性思考和创新精神。 

知识传授：具有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基础能力，包括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接受严格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

掌握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调查统计和大数据等最新研究方法所需的软件和模型。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制四年。授予经济学学士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6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5 学分，专业实践 

环节 27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4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续页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下：通识选修

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

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5 学分 

（1） 基础课程 26 学分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4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1） 数学课程 12 学分 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3学分  

2） 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 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3） 大类平台课程 12 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183 心智探秘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30700973 普通心理学 3学分 
 

10700163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10510273 经济学通论 3学分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 专业主修课程 59 学分 

1） 专业核心课程 ≥ 26 学分 必修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至少 6 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723 政治经济学原理 3学分 
 

30700693 中级微观经济学 3学分 
 

40700283 中级宏观经济学 3学分 
 

40700923 中级政治经济学 3学分 
 

30700922 计量经济学（1） 2学分 
 

30700932 计量经济学（2） 2学分 
 

40700533 世界经济史 3学分 
 

40701033 产业经济学 3学分 
 

30700193 博弈论基础（英） 3学分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替代，特殊

情况需经本专业教学主管审批同意，替代最多不能超过两门。 

2） 专业选修课程 33 学分 限选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全球治理等各专业/方向的社

科选修课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课程，请参

阅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选修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需在以下每个课组中至少选一门课程。 大类平台课

程中的社科类课程也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政治经济学课程 

30700833 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 3学分 
 

30700173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 3学分 
 

30700733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导论 3学分 
 

40701193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理论与实践 3学分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课程 

30700023 经济思想史 3学分 
 

40700702 中国经济史 2学分 
 

40700683 中国经济专题 3学分 
 

30700763 中国经济分析 3学分 
 

40700973 当代美国经济与政治 3学分 
 

宏观与经济发展课程 

30700123 发展经济学 3学分 
 

40701232 货币银行学 2学分 
 

 



 

30700183 公共经济学 3学分 
 

30700983 国际经济学 3学分 
 

微观与产业经济课程 

80700622 互联网经济学 2学分 
 

40511223 行为经济学 3学分 
 

40701102 创新经济学 3学分 
 

30700342 管理学 2学分 
 

要素与金融课程 

40701113 金融经济学 3学分 
 

30511053 公司金融 3学分 
 

40510973 劳动经济学 3学分 
 

经济分析工具课程 

30511073 计算机语言与程序设计 3学分 
 

30510283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3学分 
 

40700143 社会网分析 3学分 
 

40701183 Python语言：社会科学研究程序实现、大数据与

社会网络 

3学分 
 

 

3. 专业实践环节 27 学分 

（1） 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 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研究训练（SRT等） 2学分 

 

（2） 学术训练 2 学分 必修 

（3） 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综合论文训练包括两部分，一是选修“40701202 高年级学术训练课程（2 学分）”，二是学位论文写作。 



附：本研衔接课程（免试推研学生可提前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不计入本科培养总学分要求，不要求排入   教学计

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70612223 高级政治经济学 3  

90510053 高级微观经济学I 3  

90510063 高级微观经济学II 3  

90510133 高级计量经济学I 3  

90510043 高级计量经济学II 3  

90510742 高级宏观经济学Ia 2  

90510752 高级宏观经济学Ib 2  



社会科学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国际政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家国情怀、创新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国际政治专业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

生掌握国际关系学的基础专业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具有运用国际关系知识独立思考和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能透过

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现象洞察国际关系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 

本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有以下几点： 

1、适应全球化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学生具备家国情怀、世界胸怀、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

己任的责任感。 

2、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要求学生具备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从事国际组

织相关工作的能力。从学生个人发展角度，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终生学习能力、科学精神和严谨求证能力，

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和从事各种实际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3、培养学生把握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议题与当前形势，能对纷纭复杂的国际现象有深入清醒的认识， 进而培养适应于国际

组织、跨国企业、政府部门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需具备家国情怀和专业眼光，能够通过独立和批判性思考提出创新性观点并懂得如何验证。具备人文关怀，

能关注当前全球问题并尝试思考解决方案。具备在大数据时代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能力，能够熟练掌握外语和

信息技术手段，获得、遴选和吸收国际关系的学术信息和前沿知识。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重点学习外语、高等数学、社会科学通识课程以及国际政治专业的基础课程。 

第三学年重点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国际关系各专题领域课程和分析性课程。 

第四学年为个性化课程，包括专业难度比较高的挑战性课程、创新性要求较高的综合论文训练、和参与科研项目。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进行选择。 

除了课程学习外，学生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专业实践和暑期课程等实践和学术活动。完成课程

和培养环节要求后，国际政治专业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1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专业实 

践环节 25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4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学院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下：通识选修

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

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 

（1） 基础课程 26 学分 必修/限选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4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1）数学课程 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3学分  

4）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3）大类平台课程≥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183 心智探秘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30700973 普通心理学 3学分 
 

10700163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10510273 经济学通论 3学分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 专业认定核心课程 20 学分 必修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至少 6 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053 国际关系学概论 3学分  

30700362 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 2学分  

40700473 外交学 3学分  

30700773 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 3学分  

40700233 中国对外政策 3学分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30700963 国际安全概论 3学分  

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替代， 特殊情况

需经本专业教学主管审批同意，替代最多不能超过两门。 

(3) 专业选修课程 24 学分 限选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全球治理等各专业/方向的社

科选修课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课程，请参

阅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大类平台课程中的社科类课程也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1） 理论与方法类（建议选 1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273 政治学概论 3 学分 
 

30700533 比较政治学基础 3 学分 
 

40700213 国际组织 3 学分 
 

40700672 国际关系英文文献选读 2 学分 
 

00701572 经济外交调研与写作 2 学分 
 

30700383 社会科学统计学入门 3 学分 
 

30700452 国际关系定量分析基础 2 学分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3 学分 

 

2） 国际关系思想与政策（建议选 3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333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 3学分 
 

40700193 国家安全概论 3学分 
 

40700573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 3学分 
 

40701012 经济外交法 2学分 
 

30700622 公众舆论、政治与对外政策 2学分 
 



 

3070068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学分 
 

40701003 经济外交事务、礼仪与谈判 3学分 
 

30700853 中国政治思想史 3学分 
 

00701322 西方古代政治思想 2学分 
 

 
冲突管理与解决 3学分 

 

40700563 近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3） 地区与国别（建议选 2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203 日本研究 3学分 
 

30700242 地区研究 2学分 
 

4070061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学分 
 

30700612 西♘非洲研究 2学分 
 

40700802 原苏联东欧地区研究 2学分 
 

00701032 美国的民主 2学分 
 

40701123 当代中美关系 3学分 
 

40701143 以色列政治与社会 3学分 
 

00700982 拉丁美洲政治 2学分 
 

00701413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 3学分 
 

 
东♘地区国际关系 3学分 

 

40701253 ♘太地区政治与经济 3学分 
 

40700423 美国政治与外交 3学分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学分 
 

（4）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12 学分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是学生探索自己兴趣，主动选择的课程，也是学校为学生多样化发展营造的良好氛围。自

主发展课程不限范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选。 

3. 专业实践环节 25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 学分 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社会实践根据学校安排，可以自由组队参加。 

暑期外语训练可通过参加外语培训、网上英文课程、国内外高校英文暑期课程来进行。 

专业实习由国际政治专业的老师安排或学生自行联系，利用暑期进行，实习后需完成一份实习报告。 

 

（2）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附：本研衔接课程（免试推研学生可提前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不计入本科培养总学分要求，不要求排入   教学计

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70610632 国际关系理论 2  

70612322 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选读 2  

80700492 国际关系实证分析 2  

80700923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博弈与统计 3  

80701353 社会科学的空间分析 3  

70612623 中国外交政策 3  

80611612 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 2  

80612083 美国政治与对华政策 3  



社会科学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方向）本科培养方案一、培养

目标 

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交叉学科领域，注重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 

复合型人才。本专业方向超越传统的学科限制，将理工背景、社科素养和全球视野结合起来，着重培养具有社会科

学思维、专业素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的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 

培养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a. 进入与全球治理事务相关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等机构承担重任。 

b. 熟练掌握外语、跨学科知识和先进技术手段，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创新型人才。 

c. 面向国家关于加强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和国际组织人才的需求，能够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

理相关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 

d. 跨国公司、国际化企业培养战略规划和国际市场管理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需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全球视野、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具备跨学科的基础知识、跨

文化沟通和交流能力，以及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和态度，为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国际事务等领域从事国际公共政策研

究和国际公共管理奠定扎实基础。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通识教育。具有广博的通识教育知识基础能力，包括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掌握基本的科学基础、   数理基础和人文社科基础知

识。 

专业素质。接受严格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掌握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调查统计和大   数据等最新研究方法

所需的软件和模型，具有解决复杂全球性问题的专业能力。 

全球视野。具有全球公民责任感，培养开放包容的全球态度和价值观，了解全球历史、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知识，了解本

专业的前沿知识，有不少于三个月的国际交换学习和两个以上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践经历。 

创新能力。具有批判思维和创造力、跨文化沟通和创新能力，以及熟练的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能   够适应和胜任快速变化

的全球环境。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按照打基础、强专业、拓视野、重创新的思路，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全球治理素质和能力。本科最

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第一学年：通识教育。重点学习外语、高等数学、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课程。 

第二学年：专业素质。重点学习全球治理专业课程，全球事务各专题领域课程和分析性课程。第三学

年：全球视野。重点选修跨国、跨区域和跨文化类课程，参与全球事务实习实践。 

第四学年：创新能力。重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参与社会实践、专业实践和暑期课程等实践和学术活动。 

完成课程和培养环节要求后，全球治理专业方向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1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专业实 

践环节 25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4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 

下：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国际学生必

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 

（1） 基础课程 23 学分 必修/限选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3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1） 数学课程 9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3学分  

2） 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3） 大类平台课程≥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183 心智探秘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30700973 普通心理学 3学分  

10700163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10510273 经济学通论 3学分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 专业核心课程 20 学分 必修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至少 6 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053 国际关系学概论 3学分  

30700362 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 2学分  

40700473 外交学 3学分  

30700773 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 3学分  

40700233 中国对外政策 3学分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30700963 国际安全概论 3 学分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原则上不能替代，特殊

情况需经本专业教学主管审批同意，替代最多不能超过两门。 

 
(3) 专业选修课程 24 学分 限选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全球治理等各专业 

/方向的社科选修课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课程，请参阅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大类平台课程中的社科类课程也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1） 理论与方法（建议选 1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273 政治学概论 3  

30700533 比较政治学基础 3  

40700213 国际组织 3  

40700672 国际关系英文文献选读 2  

00701572 经济外交调研与写作 2  

30700383 社会科学统计学入门 3  

40700483 国际关系论文写作 3  

30700452 国际关系定量分析基础 2  

 
国际关系论文工作坊 3  



2） 国际关系思想与政策（建议选 3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333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 3学分 
 

40700193 国家安全概论 3学分 
 

40700573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 3学分 
 

40701012 经济外交法 2学分 
 

30700622 公众舆论、政治与对外政策 2学分 
 

3070068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学分 
 

40701003 经济外交事务、礼仪与谈判 3学分 
 

30700853 中国政治思想史 3学分 
 

00701322 西方古代政治思想 2学分 
 

 
冲突管理与解决 3学分 

 

40700563 近代国际关系史 3学分 
 

3） 地区与国别（建议选 2 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700203 日本研究 3学分 
 

30700242 地区研究 2学分 
 

4070061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学分 
 

30700612 西♘非洲研究 2学分 
 

40700802 原苏联东欧地区研究 2学分 
 

00701032 美国的民主 2学分 
 

40701123 当代中美关系 3学分 
 

40701143 以色列政治与社会 3学分 
 

00700982 拉丁美洲政治 2学分 
 

00701413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 3学分 
 

 
东♘地区国际关系 3学分 

 

40701253 ♘太地区政治与经济 3学分 
 

40700423 美国政治与外交 3学分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学分 
 

（4）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15 学分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是学生探索自己兴趣，主动选择的课程，也是学校为学生多样化发展营造的良好氛围。自

主发展课程不限范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选。 

3. 专业实践环节 25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 学分 8 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社会实践根据学校安排，可以自由组队参加。 



暑期外语训练可通过参加外语培训、网上英文课程、国内外高校英文暑期课程来进行。 

专业实习由国际政治专业的老师安排或学生自行联系，利用暑期进行，实习后需完成一份实习报告。 

 

（2）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附：本研衔接课程（免试推研学生可提前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不计入本科培养总学分要求，不要求排入   教学计

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70610632 国际关系理论 2  

70612322 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选读 2  

80700492 国际关系实证分析 2  

80700923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博弈与统计 3  

80701353 社会科学的空间分析 3  

70612623 中国外交政策 3  

80611612 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 2  

80612083 美国政治与对华政策 3  



社会科学学院 

心理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并重，着重培养具有科学心理学思维、创新能力、人文关怀和国际视野的复

合型心理学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 身心健康，恪守科学伦理。 

2. 掌握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具备发现、分析和创新性地解决复杂心理问题的能力。 

3. 进入国际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深造或在心理学相关的政府、企业部门承担重任。 

4. 面向社会重大需求，在心理健康相关产业和学术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需掌握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精神，具备心理学科学实验能力、心理测

量与评估能力，以及学术交流能力。为在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健康与工业管理心理学、临床与咨

询心理学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心理学专业本科学制 4 年。授予理学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1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专业实践 

环节 25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3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学院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下：通识选修

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

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 
 

（1） 基础课程 26学分 
 

1）数学课程 12 学分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4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3学分  

5）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4）大类平台课程≥12 学分其中《普通心理学》（30700973）为心理学专业必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183 心智探秘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30700973 普通心理学 3学分 
 

10700163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10510273 经济学通论 3学分 
 

新开课 政治学的逻辑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 专业主修课程 ≥45 学分 

1） 心理学专业认定核心课程 24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753 心理学研究方法 3 学分  

30700423 实验心理学实验 3 学分  

40700693 心理统计学 3 学分  

40700983 高级心理统计 3 学分  

新开课 心理测量学 1 学分  

30700443 生理心理学 3 学分  

30700403 认知心理学 3 学分  



 

30700433 社会心理学 3 学分  

30700553 发展心理学 3 学分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   读研究生需完

成至少6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至少18学分。 

2） 社科选修课程（心理学专业部分） ≥ 20 学分 

大类平台课程中的社科类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及社科选修课程均可作为本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具体   课程，请参阅

社科学院其它专业培养方案）。 

以下课程均可作为社科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全球治理   等各专业/方向的

社科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A 思想理论课（≥10 学分） 

40701372 普通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普通心理学》 

40701322    生理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生理心理学》

新开课      认知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认知心理学》

新开课      发展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发展心理学》

新开课      社会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社会心理学》

30700493 异 常 心 理学 3 学分 

新开课      异常心理学进阶 2 学分 同时或先修《异常心理学》

30700393 人 格 心 理学 3 学分 

30700913 健 康 心 理学 3 学分 

81030102 教 育 心 理学 2 学分 

80700713 积 极 心 理学 3 学分

B 实验方法课（≥6 学分） 

40701313 实验心理学进阶-脑科学实验 3 学分 先修《实验心理学实验》 

40701343 实验心理学进阶-AI 实验 3 学分 先修《实验心理学实验》

新开课 大数据/多模态数据融合 3 学分 先修《心理统计学》

81030272 结构方程模型 2 学分 

81030202 教育大数据与学习行为分析 2 学分

C 学术实践课（≥4 学分） 

40701302  前沿创新研究：认知神经智能（1）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新开课 前沿

创新研究：认知神经智能（2）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40701332  前沿创新研究：社会情

感智能（1）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新开课 前沿创新研究：社会情感智能（2）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0701362   前沿创新研究：社会应用智能（1）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

方法》、《心理统计学》新开课 前沿创新研究：社会应用智能（2）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

40701352    前沿创新研究：心理健康（1）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新开课      前

沿创新研究：心理健康（2） 2 学分   先修《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统计学》新 开 课  科 研 工 作坊

 2 学分 



（3）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11学分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是学生探索自己兴趣，主动选择的课程，也是学校为学生多样化发展营造的   良好氛围。自主发

展课程不限范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选。以下为心理学专业推荐（包   括但不限于）自主发展课程。 

A 认知与智能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240362 计算思维 2 学分  

10430484 大学物理 B(1) 4 学分  

10450034 普通生物学 4 学分  

44100102 人工智能导论 2 学分  

20740073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3 学分  

00740043 C++语言程序设计 3 学分  

30240292 人机交互理论与技术 2 学分  

40450353 认知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3 学分  

20470073 人工智能入门 3 学分  

30250333 人工智能基础 3 学分  

40470243 人工智能：原理与技术 3 学分  

60707032 认知科学基础-理论与应用 2 学分  

00130372 机器学习与类脑智能 2 学分  

00240301 人工智能前沿探讨 1 学分  

00240332 深度学习导论 2 学分  

00420214 机器学习的数学原理 4 学分  

01510243 大数据与机器智能 3 学分  

01510433 生理心理感知与智能计算 3 学分  

B 社会与健康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0700073 心智、个体与文化（英） 3 学分  

4070992 消费心理学 2 学分  

40701261 消费者行为学（英） 1 学分  

14000052 医学心理学与健康生活 2 学分  

34000082 医学心理学 2 学分  

40807503 人体工程学与行为心理学 3 学分  

31030013 教育学原理 3 学分  

81030242 未来教育与学习前沿 2 学分  

80615293 临床心理实务与督导 3 学分  

02070071 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 1 学分  

0207025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1 学分  

40641553 语言发展与障碍 3 学分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19990108%3B90450223&kcfldm=002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17990015%3B70450173&kcfldm=002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1993990256%3B30240292&kcfldm=001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04940601%3B14000052&kcfldm=001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01990090%3B80240322&kcfldm=002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13990048%3B40450353&kcfldm=001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2004940601%3B14000052&kcfldm=001
https://webvpn.tsinghua.edu.cn/http/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eaff4b8b69336153301c9aa596522b20bc86e6e559a9b290/js.vjsKcbBs.do?m=showToXs&p_id=1999990448%3B40807503&kcfldm=001


3. 专业实践环节 25 学分 

（1） 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 学分 8 周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 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 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 学分  

 研究训练（SRT、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 2 学分  

社会实践根据学校安排，可以自由组队参加。 

暑期外语训练可通过参加网上英文课程、国内外高校英文暑期课程来进行。 

专业实习由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安排，利用暑期进行，实习后需完成一份实习报告。 

 

（2） 综合论文训练要求 15 学分 必修 



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扎实的科学方法训练，既有本土关怀又有国际视

野，能够适应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培养目标具体如下： 

A、熟练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理论体系和国家治理方法技能，具备在党政机关、科研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

从事行政管理、咨政服务、公共政策分析等工作的能力。 

B、具备进入国际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进一步学习深造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C、具备正确的政治价值、高度的公共责任感和面向国家治理重大需求发挥引领性作用的能力和素质。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的毕业生应有深厚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和人文关怀，了解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运

用专业知识分析中国政治实践和现象的能力；熟练运用定性方法、统计学和大数据方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娴

熟的语言表达、文字写作和国际沟通技能等基本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社科学院将建设专业咨询小组，并采取导师制方式，为每位学生配备新生及学业

导师，一对一精准指导。 

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成效 a、掌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脉络； 成效 b、

具备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能力； 

成效 c、初步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分析中国政治现象的能力； 成效 d、

具备识别和破解治理难题的知识储备和实践能力； 

成效 e、发现国家治理重大需求并愿意付出努力回应社会关切； 成效 f、

对所学专业的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有深刻理解； 

成效 g、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能进行有效沟通和团队合作。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第一学年重点学习外语、数学、新社会科学大类共同基础课程，第二学年重点学习政治学与行政学专

业的专业认定课程和社科方法课程。第三学年重点学习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认定课程和社科选修课程。第

四学年重点完成毕业论文及个性化课程。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结束时分别进行专业意向调查，第三学年结束时进行专业认定。完成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相关

课组和培养环节要求的，经专业认定后，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按本科专业学制进行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1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专业实践 

环节 25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44 学分 

具体课程修读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社科雪域通识选修课特殊要求如下：通识选修

课包括人文、艺术、科学三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共 8 学分。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

国国情课程，3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算在人文课组里。 
 

2. 专业相关课程 82 学分 

（1） 基础课程 26 学分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 4 门必修数学课程并取得学分。 

1）数学课程 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1） 3学分  

10421273 微积分C（2） 3学分  

 线性代数（社科类） 3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社科类） 3学分  

6）计算机基础课 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74028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Python） 2学分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学分  

3）大类平台课程≥1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700083 民主的历程 3学分 政治学专业优先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学分 
 

10700183 心智探秘 3学分 
 

10700093 认识现代国家 3学分 政治学专业优先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学分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学分 
 

30700973 普通心理学 3学分 
 

新开课 心理学的视角 3学分 
 

新开课 国际关系的视野 3学分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学分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 3学分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学分 
 

00642213 日本近代文学专题讲读（系列1 夏目漱石） 3学分 
 

00641782 德国浪漫派的道家阐释 2学分 
 

 

（2） 专业核心课 21 学分 必修 

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至少 6 门必修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并取得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33 比较政治学基础 3学分  

30700803 行政管理学概论 3学分  

30700813 政治学原理 3学分  

30700823 政治学研究方法 3学分  

30700853 中国政治思想史 3学分  

30700883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学分  

40701133 西方政治思想史 3学分  

本专业认定核心课程可作为社科学院其它专业的社科选修课程，专业认定核心课原则上不能替代，特殊情况

需经本专业教学主管审批同意，替代最多不能超过两门。 

(3)  专业选修课程 24 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953 公共政策分析 3 学分 限选 

40700723 政治经济学原理 3 学分 
 

40700413 政治社会学 3 学分  

40700133 社会统计学 3 学分  

70700263 治理技术专题:定量政治分析方法 3 学分  

80701333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研究 3 学分 限选 

10700132 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 2 学分  

80701162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2 学分  

40700233 中国对外政策 3 学分  

60610212 中国政治实证研究 2 学分  

 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专题研究 2 学分 
 

10700151 当代世界政治重大议题研讨 2 学分  

00701162 西方政治制度 2 学分  

00700942 民主与当代政治生活 2 学分  

00701032 美国的民主 2 学分  

00700982 拉丁美洲政治 2 学分  

30700612 西♘非洲研究 2 学分  

00701413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 3 学分  

00701653 电影与政治 3 学分  

 城市政治学 2 学分  



 

30700943 政治传播概论 3 学分  

00700992 司法政治 2 学分  

00701692 话语与政治 2 学分  

00700972 博弈论与政治 2 学分  

80701302 实验政治学 2 学分  

80700673 政务大数据应用与分析 3 学分  

 

（4）学生自主发展课程 11 学分 

学生自主发展课程是学生探索自己兴趣，主动选择的课程，也是学校为学生多样

化发展营造的良好氛围。自主发展课程不限范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任

选。 

3. 专业实践环节 25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10 学分 必修/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学分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研究训练（SRT、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 2学分  

 学术论文写作 2学分  

专业实习由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老师安排或学生自行联系，利用暑期进行，政

治学系将充分利用其社会网络，为学生联系相关党政部门、人大、政协实习，实

习后需完成一份实习报告。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SRT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在实践中接受学术研究训练，尽

快熟悉学术研究的相关流程和要求，此项工作建议在大二或大三进行。 

学术论文写作为综合论文训练的先修要求，一般在第七学期完成。 

 

（2） 综合论文训练 15 学分 必修 

 

附：本研衔接课程（免试推研学生可提前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不计入本科培养总学分

要求，不要求排入   教学计划。）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80700673 政务大数据应用与分析 3学分  

80701162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2学分  

80701253 大数据时代的司法与政治 3学分  

http://zhjw.cic.tsinghua.edu.cn/kc.kcKcb.do?m=showKcXx&p_kch=00700972&kcfldm=001


80701302 实验政治学 2学分  

80701333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研究 3学分  

 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专题研究 2学分  

70700263 治理技术专题:定量政治分析方法 3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