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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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课程定位：本课程为教育部为政治学类学科设置的核心课程之一，是政治学的

入门课程。针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大一新生开设，也适用于对政治学有兴

趣的其他专业同学，以了解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建立政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

【课程内容】：本课将介绍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如国家与权力、国家

与社会、民主、政党、投票、选举、利益团体与政治、政治参与、政治文化、舆论

与媒体等，使学生了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形成政治学的常识，对政治学与其他学

科的区别有所感觉。

本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介绍西方政治学在各问题上的基本研究现状，并

介绍马克思主义对此的批判和分析，力图使学生建立比较分析的视野。

【课程目标】：本课的目标帮助学生了解政治学的基础概念和方法，形成对于

“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认知，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帮助学生建立对西方政

治学的批判性思维。

*教材

（Textbooks）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政治学概论》（第二版）。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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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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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与经济

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语种

双语：中文+ 语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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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娜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研究领域

为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理论，开设国际政治学概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等课程。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掌握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及核心概念，搭建政治学的知识框架。

2 知道政治学的关切如何区别于其他学科，养成政治学的思维。

3.了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研究现状，知晓马克思主义对此的批判和分析，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建立比较分析的视野，养成批判性思维。

4.能运用所学的政治学知识，对身边及所处时代的政治性事件有所评价，并能运用

政治的思维，对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认识。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 30%，期末成绩 70%。期末闭卷考试。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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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化的时代

二、政治学的困难性

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政治的含义

2、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3、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四、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1、政治学在西方的发展

2、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周 3 3

第一讲 国家与权力（上）

一、 三种国家观

1、近代国家的定义

2、作为自然共同体的国家

3、权力国家观

4、国家契约论

第三周
3

3

第一讲 国家与权力（下）

二、 近代国家及其正当化原理

1、支配的正当性

2、功利主义还是公正

3、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国家批判

4、国家与政治

三、 关于权力的几种理论

1、代表性的权力论

2、默示的权力

第四周
3

3

第二讲 政治权力论

一、 政治权力是什么

二、 政治权力的功能

三、 政治权力的基础（民族，阶级）

四、 政治权力的构造

1、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2、支配的手段



3、政治权力的正当性

五、 政治权力的变动

1、 权力变动的诸形态

2、 革命的政治过程

第五周

3
3

第三讲 政治机构论

一、权力分立（三权分立）论

1、 约翰·洛克的权力分立论

2、 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论

3、 权力分立论的特性

二、权力分立论的制度化

1、美国的总统制

2、 英国的议会内阁制

3、 日本的政治机构

4、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机构

三、对权力分立论的批判

1、 纳粹的批判

2、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3、 其他的批判者

四、权力分立制度的变化

第六周
3 3

第四讲 政治民主

一、古代的民主政治与近代的民主政治

1、民主的原型——古希腊的实践

2、近代民主的起源——代议制的发达

二、近代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成立

1、人民主权

2、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成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三、现代民主主义论

1、精英主义的民主主义

2、达尔的民主论

3、民主论的活跃

4、丸山真男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

第七周

3

3

第五讲 投票行动

一、合理的市民形象的形成与崩溃

1、合理的普通的市民

2、合理的市民形象与一般大众对政治的参与

3、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的诞生

4、从 Erie 调查到密歇根模型

二、无党派阶层增加的意义——支撑民主的基础正在消失？

1、无党派阶层的增加；会导致众愚政治？

2、形成政党支持态度的理由

3、无党派阶层形成的机制

三、合理的市民形象的再构建

1、密歇根模型中的投票者的合理性

2、围绕投票者合理性的争论

3、从争点投票到业绩投票

4、业绩投票

5、直接民主主义的志向



第八周 3 3

第六讲 选举与政治参与

一、投票：通过选举参与政治

1、民主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参与 2、投票的合理选择模型 3、
参与的合理选择模型 4、将后悔降至最低限度 5、投票成本减

轻的效果 6、心理学的要素与投票参与

二、选举制度

1、按选举区制 2、按投票方式 3、按代表制 4、日本的小选

举区制比例代表并立制 5、海外折中型的选举制度 6、选举制

度的特征分析 7、中选举区制与比例代表制的比较

三、政治参与的多样化：选举以外的政治参与

四、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

第九周
3

3

第七讲 政党与政党制度

一、政党的作用与功能：为何需要政党？

1、政党的功能（2 种观点）2、对国民而言政党的功能 3、对

政治家而言政党的功能 4、对选民而言政党的功能

二、政党组织

1、政党组织的 3 种类型 2、其他观点 3、政党组织的其他侧

面 4、非正式的政党组织——派系 5、派系的功能

三、政党系统

1、政党系统——政党间的关系 2、政党系统的功能 3、规定

政党系统的 3 个要素 4、选民的偏好与合理的选择理论

四、政党制度

第十周 3 3

第八讲 利益团体与政治

一、利益团体

1、利益团体的定义 2、集体行为的问题 3、经济团体是如何

组织起来的 4、价值推进团体如何组织起来 5、利益团体的本

人-代理人关系

二、日本的利益团体

1、利益团体的研究 2、日本的利益团体的状况

三、利益政治的模式

1、利益团体与公共的利益 2、利益政治的几个模式（1）多元

主义（2）corporatism（3）dualism

第十一

周 3
3

第九讲 政治文化、政治心理

一、政治的态度、政治的价值观、政治文化与民主

1、政治的意见与政治的态度 2、政治的态度与政治的价值观

3、政治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 4、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失败 5、
政治文化与民主的成功 6、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局限与贡献

二、政治文化变化的机制

1、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2、支撑民主的人际关系资本 3、支撑

民主的条件

三、价值观的变化与新政治的出现

1、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2、脱物质的价值观的出现 3、脱物

质的价值观与新政治

总计 32 3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