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学经典著作导读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052020074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政治学经典著作导读

An Introduction of Political Classics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政治学经典著作导读》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课程旨

在通过对中西方部分政治学经典著作的系统介绍，将理论范式融入阅读过程，增强学

生的阅读能力和逻辑思辨能力，加深对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为指导方针，以知识积累和方法传授为目标，以宏

观介绍和文本精读相结合为主要方法，使学生深入理解所选著作的历史背景、研究对

象和理论分析，并在学习当中探索建立自己的理论思考，以政治学的视角和方法观照

现实，培养学生未来投身于政府公共事务的实践能力和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素养。

课程选取中外政治学经典著作所探讨的核心议题，搭建“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国

家”、“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制度”、“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文化”、“政治学经典

著作中的自由”和“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中国”五大教学模块，在著作选择上力争类

型全面、难度适当、兼顾中西，形成内容完整、逻辑自洽、兼顾基础性、前沿性、创

新性的授课体系。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课程利用翻转课堂、研讨

式教学等课堂手段，开展教学实践，鼓励学生自主研究、主动探索、分享成果，促进

综合素质的提升。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of political classics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The course aims to
integrate theoretical paradigms into the reading process,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through a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to some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classics.

The course takes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as the guidelin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method teaching as the goa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introduction and text
intensive reading as the main method, so that students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elected works,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ir own theoretical thinking during learning, and observe th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Cultivat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government public affairs and academic literacy to engage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is course contains the content of the main content typ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olitical classics, sets up "State", "Institution", "Culture", "Liberty", "China study" five
teaching modules, In the selection of works, we strive to have comprehensive types,
appropriate difficulties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forming a
complete, logical, consistent, basic,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system.Adhering to
the "student-centered" talent training concept, the course uses flipped classroom, seminar



teaching and other classroom means to carry out teaching practice, encourage students to
independently research, actively explore and share achievement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教材

（Textbooks）
郎友兴、韩志明选编，《政治学基础文献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彼得·埃文斯等：《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 年。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利瓦伊：《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2010 年。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 年。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 年。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商务印书馆，2014 年。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8 年。

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11 年。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5 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三联书店，2011 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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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与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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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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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毕业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

理论，开设本科生《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经典著作

导读》，研究生《中国古代政治专题研究》等课程。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任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毕业于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

想。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相关政治学经典著作的基本内容，掌握阅读经典的方法，更深入把握所涉理论

的发展和流变，提高阅读能力，培养阅读兴趣和学习热情。

2.通过阅读政治学经典著作，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规范，提

高理性思辨能力，为将来独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打好基础。

3.通过对中西方政治学经典的对比阅读，拓展学科视野，立足中国话语，强化学生的

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考核方式

（Grading）
读书报告 70 分，课堂讨论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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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章 导言（张昊）

一、为什么要阅读经典？

二、政治学经典著作介绍。

三、基本阅读方法。

四、课程要求和考核方式。

教学方法：讲授法。

第二周 2 2

第二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国家（张昊）

第一节 国家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著作

一、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经典

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经典

三、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经典

四、比较与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阅读文献：彼得·埃文斯等：《找回国家》（节选）、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节选）、利瓦伊：《统治与岁入》（节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

第三周 2 1 1

第二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国家（张昊）

第二节 《找回国家》、《强社会与弱家国》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四周 2 1 1

第二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国家（张昊）

第三节 《统治与岁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五周 2 2

第三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制度（张昊）

第一节 制度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著作

一、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及主要经典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及主要经典

三、对比与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阅读文献：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节选）、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节选）、奥尔森：《独裁、民主

与发展》



第六周 2 1 1

第三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制度（张昊）

第二节 《旧制度与大革命》、《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七周 2 1 1

第三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制度（张昊）

第三节 奥尔森：《独裁、民主与发展》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八周 2 2

第四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文化（张昊）

第一节 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著作

一、解析主义政治文化研究视角及主要著作

二、实证主义政治文化研究视角及主要著作

三、对比与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阅读文献：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节

选）、阿尔蒙德：《公民文化》（节选）、帕特南：《使民主

运转起来》（节选）、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第九周 2 1 1

第四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文化（张昊）

第二节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意志意识形态》

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十周 2 1 1

第四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文化（张昊）

第三节 《公民文化》、《使民主运转起来》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十一周 2 2

第五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自由（任玥）

第一节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及主要著作

一、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及主要著作

二、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及主要著作

三、对比与分析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阅读文献：伯林：《自由论》（节选）、贡斯当：《古代人的

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节选）、密尔：《论自由》（节选）

第十二周 2 1 1

第五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自由（任玥）

第二节 《自由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十三周 2 1 1

第五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自由（任玥）

第三节 《论自由》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十四周 2 2

第六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中国（张昊）

第一节 政治学的中国研究及其主要著作

教学方法：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阅读文献：费孝通：《乡土中国》（节选）、沟口雄三：《作

为方法的中国》（节选）、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节

选）

第十五周 2 1 1

第六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中国（张昊）

第二节 《作为方法的中国》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第十六周 2 1 1

第六章 政治学经典著作中的中国（张昊）

第三节 《乡土中国》、《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导读

教学方法：讲授法，专题研讨，课堂汇报

阅读文献：同上节

总计 32 22 10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