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82021160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政治学学科体系的

基础。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课程框架依据思

想流派与历史分期设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先秦道家的政治

思想，先秦墨家的政治思想，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隋唐时期

的政治思想，宋明时期的政治思想，明清之际的政治思想。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认识政治学知识的积累过程，熟悉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核心概念、重要流派与代

表人物，理解政治思想与政治演进的互动关系，提高政治思维能力，关注并发掘有助

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政治价值塑造、政治制度构建的思想资源。课程以马克思主义

政治学理论为指导方针，注重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

养，并引导学生树立现代政治思维。课程教学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

鼓励学生自我研究、主动探索、分享成果，促进综合素质的提升。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is a required course of the maj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 is also the basic course for further studying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political science. This course mainly teaches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chool of thoughts and historical stages.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lectures are as follows: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s,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Tao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Moh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legalism,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Han dynasty,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Sun and Ta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Song and Mi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to know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political science,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important concepts, academic
schools and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is course is also committed to
help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o discover more political
resources about making China a better country. Guided by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the
course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promoting studen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literacy, and guiding students to set up modern
political thinking. This course also adheres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conduct self-research,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and share results,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教材

（Textbooks）
马工程教材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

童强：《中国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2 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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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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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研

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监督学》

等本科生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专题研究》等研究生课程。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概况与历史脉络。

2.熟悉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核心概念、重要流派与代表人物。

3.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锻炼并提高学生的政治

思维能力。

*考核方式

（Grading）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 30%（包括作业和考勤）+期末考试成绩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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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论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意义；二、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

三、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分期；四、商与西周时期的政治思想；

五、轴心时代与诸子百家；六、课程说明与参考书目。

教学方法：讲授法

阅读文献：《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部分

第二周 3 3

第二章 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孔子的政治思想

一、孔子：坎坷而充盈的一生；二、孔子政治思想的起点：从周；

三、孔子政治思想的关键词：礼、仁、君子；四、孔子之治术；

五、孔子思想的特色；六、余音千年。

教学方法：讲授法



作业：尊五美屏四恶

第三周 3 3

第二章 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孟子的政治思想

一、孟子的身世与时代；二、性善论；三、仁政说；四、尊王黜霸；

五、君民关系；六、君臣关系。

第三节 荀子的政治思想

一、荀子的生平；二、性恶论；三、天道与社会；四、隆礼重法；

五、为政由人；六、治道蓝图；七、是非功过。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四周 国庆假期

第五周 3 3

第三章 先秦道家的政治思想

一、道家学派的形成；二、老庄的哲学与政治思想；三、道家支派

的思想旨趣；四、黄老的政治思想与实践。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六周 3 3

第四章 先秦墨家的政治思想

一、墨子与墨家学派；二、兼爱；三、尚同与尚贤；四、天志、明

鬼、非命；五、节用、节葬、非乐；六、非攻；七、墨家思想的失

传与重现。

教学方法：讲授法

作业：墨家失传的原因

第七周 3 3

第五章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商鞅的政治主张

一、理论基础；二、重法思想；三、耕战政策；四、商鞅的理想国。

第二节 韩非的政治思想

一、韩非的生平；二、历史观与人性论；三、君主专制思想；

四、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五、韩非思想的历史地位。

教学方法：讲授法

教学视频：《复活的军团》

第八周 3 3

第六章 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古文经与今文经；二、贾谊的政治见解；三、董仲舒的天人政

治观；四、谶纬神学；五、从经学到玄学。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九周 3 3

第七章 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王通的政治思想；二、《贞观政要》与初唐政治；三、韩愈的政

治思想；四、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五、《无能子》的政治思想。

教学方法：学生课下小组自学，课堂展示

第十周 3 3

第八章 宋明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宋初的政治思想；二、王安石新学与变法；三、理学及其政治

思想；四、南宋的功利思想；五、明代异端思想。

教学方法：讲授法

作业：理学与心学



第十一周 3 3

第九章 明清之际的政治反思

一、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二、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三、王夫之的政

治思想；四、唐甄的政治思想。

课程复习与答疑。

教学方法：讲授法

总计 32 27 3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