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1202001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政治概论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该门课程将向学生介绍国际关系研究中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研究方

法。基本概念主要包括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国际行为体和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

族认同、实力与权力、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等；基本原理

包括危机管理、对外决策理论、军控理论、威慑理论等国际政治学最基础、最常用的

理论原理；研究方法包括科学研究设计、博弈论、量化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和国际关

系预测方法。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将大量运用国际政治的现实案例深化学生对国

际政治基础概念、理论的理解，开拓国际视野的同时，激发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学习兴

趣。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cepts, rationales and research methods need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The basic concep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order,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sovereignty, national interests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pability
and power, war and peace,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etc. The basic rationales include crisis management, foreign decision-making
theory, arms control theory and deterrence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game theory,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prediction methods. In addi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cas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ll be used t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pand their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教材

（Textbooks）
陈岳、门洪华、刘清才等：《国际政治学》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马工

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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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相关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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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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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助

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安全、联盟政治、全球治理等相关领域

研究。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 学习国际政治学基本概念和原理

• 初步掌握国际政治问题分析方法

• 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

• 自觉运用所授概念和原理分析现实国际政治问题

*考核方式

（Grading）
课堂参与（随机点名提问、随机抽查课堂笔记）20%，课程论文 40%，期末开卷考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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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国际政治学科概述。主要介绍学科范畴与研究内容，课程基本要求

和考核方式。讨论题目：1.什么是国际政治？2.如何学习国际政治？

第二周 2 √

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主要讲述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性质、

国际格局的类型和判断标准。讨论题目：1.什么是国际体系？2.国
际体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别是什么？3.如何判断国际格局的

类型？

第三周 2 √

国际行为体和国家主权。通过课程讲授，让学生掌握国家的基本含

义和基本功能，了解主权的意义和实质。讨论题目：1. 国家的构成

要素是什么？2. 如何理解国家的多样性？3. 决定主权的基础是什

么？



第四周 2 √

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通过讲授，使学生掌握国家利益和民族认同

的基本概念，了解国家利益在政策和学术研究层面的重要意义，认

识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讨论题目：1.国家利益与国家

需要的区别是什么？2.国家利益为什么重要？3.什么是民族认同？

第五周 2 √

综合国力和大国崛起。明确国家实力和国家权力的区别与联系，理

解大国崛起的含义和条件，掌握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性质。讨

论题目：1.国家实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2.大国崛起需要哪

些条件？3.如何理解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不可转换性？

第六周 2 √

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理解安全与和平的含义及两者的区别，掌握

安全困境的判断标准，了解国际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实现国际和平的

途径。讨论题目：1.安全与和平的区别是什么？2.如何判断安全困

境？3.导致国际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哪些？4.维持国际和平的途径有

哪些？

第七周 2 √

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掌握国际冲突发生的原因和国际合作实现的

主要途径，理解区域化和区域合作的推动因素。讨论题目：1.导致

国际冲突的原因有哪些？2.国家间实现合作面临哪些障碍？3.如何

理解区域化？

第八周 2 √

危机管理与对外决策。掌握国际危机的定义、特征和类型，了解对

外决策和政策分析的区别，掌握政策分析的基本方法。讨论题目：

1.什么是国际危机？国际危机有哪些基本类型？2.对外决策与政策

分析的区别是什么？政策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第九周 2 √

博弈论与国际政治的博弈分析。学习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了解几种基础的博弈论模型，重点是掌握运用博弈论对某种国际政

治现象进行建模并找到纳什均衡的方法。讨论题目：1.运用博弈论

分析国家行为的核心理念是什么？2.什么是囚徒困境？如何走出囚

徒困境？3.如何寻找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

第十周 2 √

战略威慑与国际军控。了解威慑和胁迫的基本概念，学习核威慑生

效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初步了解军备控制的相关理念和原则。讨论

题目：1.核威慑生效的条件是什么？2.什么是“稳定/不稳定”悖论？

3.实现军备控制的条件有哪些？

第十一

周
2 √

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了解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概念、类型，学

习影响国际组织形成、制度设计、解体的因素，初步了解国际规范

的扩散与演化机制。讨论题目：1.平等规范与差序规范对于维护国

际秩序的作用有什么不同？2、打击恐怖主义有正义性为何还能形成

双重标准？

第十二

周
2 √

国际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了解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要素，了解主

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分析影响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因素。讨论题

目：1.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分别指什么? 2.全球化的动力是

什么?



第十三

周
2 √

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了解研究问题的含义与类型，熟悉判断研究

问题质量的标准，了解写作文献回顾的方法。

第十四

周
2 √

变量与测量。了解变量的定义与分类，辨析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区别，

尝试对国际关系常见变量进行测量。

第十五

周
2 √

假设检验与案例比较。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熟悉求异法和求

同法案例比较。

第十六

章
2 √

国际政治课程论文讲评。评析本课程学生提交的课程论文的优缺点，

课程答疑。

总计 3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