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原理》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82021155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政治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政治学原理”是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政治学的学习和有关知识的掌握，对于

学生公共管理知识掌握和能力养成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这门课程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关注的

是政治的一般性规律和特征，是掌握政治学各方面知识的理论基础，是以培养学生的政治思维和和

分析能力为标，以知识阐述和理论分析为基本内容，同时结合实际政治生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教师

讲授为主，辅以专题讨论。要求学生全程参与、无故不缺勤，课前阅读教师指定文献，围绕相关主

题进行课堂讨论。

“政治学原理”是“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基础课程，对于学生国际关系、国际经济、

外交学等知识的掌握和能力养成具有基础性的功能和意义。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将受国家的本质、国家与

民族、政治战略、政治策略和政策、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问题，

从客观政治现实出发，对政治现象与政治活动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揭示、分析和探讨，

并把它概括归纳上升为理论形态。因此，这门课程主要解决的是政治现象“是什么”和“为

什么”的问题，是人们对于政治的理性认识和理论思考。这门课程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

关注的是政治的一般性规律和特征，是掌握政治学各方面知识的理论基础，是以培养学

生的政治思维和和分析能力为标，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宪法法治意识、

道德修养，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帮助学生搭建正确理解复杂政治现象的认知框架。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is a basic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has a basic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students to

master and develop their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y,

Diplomacy and other knowledge. Guided by Marxism, this course studies various political

phenomena centered on the state. It will revea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objective

political reality, subject to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state and nation, political strategy and

policy,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c, and generalize it into a theoretical form. Therefore, this course main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what" and "why" of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it is people's r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eoretical thinking about politics.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general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stering all aspect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s aime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pol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ability.



*教材

（Textbooks）
《政治学概论》（第二版），《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1、 政治学概论，王惠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政治学基础，王浦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王惠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 政治学导论，杨光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浦兴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6、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谢庆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7、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梁琴、钟德涛，商务印书馆，2000

8、 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何增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 政治文明建设与民主政治发展，许耀桐、刘昌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10、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关海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国际事务与国际
关系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国际政治经济学
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范暘沐

博士（北京大学，2014），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6 至今）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同上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 了解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哲学原则。运用唯物辩证

法矛盾运动原理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

2. 掌握政治学研究的其他方法：政治哲学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制度研究方法，经济学研

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心理研究方法，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政治沟通分析方法，实证调

查和分析方法等。

3. 学习政治学，还能使学生正确把握社会政治的含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有助于他们正确认

识和把握客观政治现象，有助于提高其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和发展培养栋梁之才。

4.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认识和理解政治的基本概念、政治制度的含义、国家结构、政党政治、

政治权利、政治文化及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掌握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及其变化沿革

状况。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含考勤、课堂讨论；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学

时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3

导论

1，政治的概念

2，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

3，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阅读：《政治学概论》“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把握社会政治的含义，树立正确的

政治观，了解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明确学习政治学的意义，尤其是对于

公共管理的意义，掌握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周 3 3

政治单元的类型

1，家庭、氏族、部落

2，种族、阶级

3，民族、国家、民族国家

4，帝国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一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把握国家的本质、特征和职能，国家

权力的特性和基本行使方式，国家的历史类型及其演变规律，主要的国家政体

和国家结构形式。

第三周 3
2.

5

0.

5

政府

1. 政府的含义

2. 政府权力结构

3. 政府职能

4. 政府机构设置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二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掌握政府的含义、特性、地

位和现代政府的基本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上，了解政府权力结构的组

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职能的两重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

能范围，把握政府机构的设置原则、内容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趋

势。

第四周 3 3

政党

1、政党的含义与功能

2、政党制度

3、选举制度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五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政党的含义、特征和基本功

能，把握政党制度的历史类型和影响因素。

第五周 3 3

政治参与

1，作为参与的政治民主

2，跨越边界的政治参与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六章



第六周 3 3

政治民主

1、民主的含义

2、民主的功能

3、民主与法治、效率和平等的关系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四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认识民主的本质含义，两种民

主制的共同点和本质区别。认清民主具有那些功能？两种民主制的功

能有何区别？认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民主与效率、公平、平等的关

系。

第七周 3 3

政治发展

1，政治发展的驱动力

2，政治发展的适配性

3，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秩序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八章

第八周 3 3

政治文化

1. 政治文化的含义

1. 政治文化的构成与功能

2. 政治文化的发展

3. 政治社会化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七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明确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基

本含义，了解政治文化诸构成要素和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理解政治

文化的发展动因，掌握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第九周 3 3

国家与民族

1. 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2. 资产阶级国家与民族问题

3. 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政策：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九章

教学目的与要求：使学生从民族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角度了解民族问题

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两类不同

性质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与国家

关系的基本理论。

第十周 3 3

国际政治

1、国际政治的含义与特征

2、国际政治主体

3、国际关系准则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十 3 章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掌握国际政治的含义和基本特

征，了解国际政治主体的构成，掌握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运用国

际政治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



第十一周 3 3

政治秩序

1、政治秩序的含义与良好社会的标志与条件

2、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基础、危机与政治革命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秩序

阅读：《政治学概论》第二章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政治合

法性危机与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合法性的途径、“治理”的含义、善治的

精神；掌握政治秩序的含义、良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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