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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院 

00700052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学分 32 学时 

Mental Health for College Students 

主要内容包括自我认识、情绪管理、挫折承受力提升、人际沟通、恋爱心理、性心理健康、压力管理应对、

职业生涯规划、创造智商与创造力培养、常见的心理疾病，识别、预防、自我调适、生命教育等，帮助学

生有效地学习，开发潜能，确立自信，维护身心健康、把握人生发展的方向，欣赏生命珍爱生命，做一个

健康的人、快乐的人、有效能的人。 

 

00700102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2 学分 32 学时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是通过对科学的目标、方法、标准、概念、定律和理论进行逻辑的、方法论的分析，从而试图理

解科学的意义、方法和逻辑结构。课程以问题为中心，全面细致地介绍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课程将以逻辑

分析与历史综述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分析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如认知意义、归纳问题、科学说明、科学

发展、科学划界、科学实在论等，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前沿也会有所综述。理工科学生可以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加深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 

 

00700122 环境伦理       2学分 32 学时 

Environmental Ethics 

本课程的讲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阐述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介绍现代环境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分析

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2．系统介绍和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与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

生态整体主义伦理思想，并对这四大伦理思想的合理性和缺陷进行评价。3．从价值与伦理层面分析自然界

的价值与权利，并对环境伦理学原则和规则及其确立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前提进行分析。4．介绍和分析环境

伦理学思想在生态实践中的应用（如生态意识与个人生活方式、自然保护与资源管理、和国际层面的环境

公正等等），并对西方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海洋保护者协会、地球优先！组织）的环保行动及其

对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价。 

 

00700302 科学技术史系列讲座       2 学分 32 学时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eries Lectures) 

本课程为多人一课的系列讲座。由相关研究领域的教师 5－6人共同讲授。各讲之间既相互关联，又保持了

一定的独立性。本着宏观与微观结合，学习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课程的考核除要求学生在课程结束时

提交一篇课程小论文外，学习期间，还要求学生分组，在助教的指导下，完成一篇题为“我身边的科学技

术史”的调查报告。 

 

00700381 生涯发展规划       1 学分 16 学时 

Career Planning For Students 

生涯规划规划是对自己未来人生发展做出主动的、自觉的探索和设计，并根据社会的变化调整。生涯规划

需要了解自己的天资、能力、动机、需要、态度和价值观，逐渐形成较为明晰的、与职业有关的自我概念，

最终形成职业理想。新生研讨课通过互动和参与式教学，协助学生探索自己，了解专业和职业，规划大学

生活，并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为人生找到目标。 

 

00700402 现代西方技术哲学       2 学分 32 学时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Moder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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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技术哲学课程拟对技术的性质与概念、技术的社会角色、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

等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哲学反思和评判，介绍西方相关理论进展。本课程将以问题为导向，人物为线索,

系统评介西方技术哲学思潮，内容涉及技术的观念与流派、技术问题追问，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主义，

技术与人文，技术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技术与全球化、后殖民等；人物论及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思、哈贝

马斯、马尔库赛、芒福德、埃吕尔、芬伯格、鲍曼等当代西方人文大师。 

 

00700431 自然与文化（1）：诗画与炼丹       1 学分 16 学时 

Nature and Culture（1）：the poem、paint and alchemy 

本课程力图通过三个问题（文人与炼丹术；诗歌中的自然；绘画中的自然和规律）的研讨，在中国古代文

本——术数、诗歌和绘画——的发展中寻找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寻找这样一个问题的解：中国古代社会文

人如何看待自然界的？比较西方，中国古代文人与西方文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有何不同和共同？ 

 

00700481 戏剧中的科学       1 学分 16 学时 

Science in Drama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是近来学界讨论热烈的话题，也是人们力图沟通两种文化之努力最有代表性的领域。

在当代戏剧史上，一些有关科学的戏剧曾因其艺术的魅力和其中对科学的独特理解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

注。本课程通过阅读一些以科学和科学家为主要内容的剧本，对于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作家眼中的科学

的本质、科学家形象、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生态环境与科

学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通过以这种利用具体而且生动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提高艺术修养的

同时，获得相关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知识，并在科学观、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有所收获。 

 

00700601 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1 学分 16 学时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主要讲授西方民主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各种各样民主思想流派及其主要内容，剖析古希腊雅典直接民主

制的特点及其利弊，英国议会内阁制的特点及其利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建设道路的内容、

特点、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00700722 俄罗斯科学技术与社会       2 学分 32 学时 

Th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Russia 

本课程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理论为指导，以俄罗斯社会作为案例，从历史的纵向维度再现俄罗斯科

学技术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说明科学技术对俄罗斯当代社会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

等横向多重维度展示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及阻碍作用。使学生初步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基本

理论；俄罗斯的基本国情、科学技术发展简史、当前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以及现状；认识俄罗斯科学技

术与政治、经济、国防、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关系。引发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相关思考。 

 

00700732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2 学分 32 学时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过去三十年间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它不仅影响了约

16.5 亿人，而且使经济学的关注焦点从标准的价格与货币理论转向合同及其制度环境。"起始于 1980s 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累积的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也对改革自身提出了挑战。如

何评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解释和理解中国在长达 30 年的高速发展和高速发展背后存在的经济社会问

题--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各种看法纷呈于世，有的甚至于完全相反。 

本课程将以中国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为主线，重点讲授转型经济理论与中国改革的性质、

初始条件、路径依赖、改革次序与经济绩效比较，并力图通过对这一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探讨，使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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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一些基本的转型经济理论与方法，了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以及未来改革的难点与重

点，坚定学生走有中国特点的改革发展道路的信念和自觉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力量 。 

 

00700752 后现代科学哲学       2 学分 32 学时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后现代科学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源流，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及其基本思路，后现

代主义科学哲学的启发意义及其局限性。 

 

00700862 科技创新与国家强盛       2 学分 32 学时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本课程将系统地探讨科技创新、国家强盛以及科技创新对国家强盛的关键作用。本课程力求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特别是分析代表性强国崛起过程中科技创新的作用，得到启示和借鉴。 

 

0070087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 学分 32 学时 

Philosophy of Specific Sciences 

探讨当代各门科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即英美哲学界所谓的“特殊科学哲学”。教学内容包括 

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 

社会科学哲学，等等。 

 

00700902 技术与人文       2 学分 32 学时 

Technology and Humanism 

本课程将从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维度与视角出发，对技术与人文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讲解与讨论，旨在思

考技术所引发的哲学与社会问题，思考技术与人类未来的关系。 

 

00700942 民主与当代政治生活       2 学分 32 学时 

Democrac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Life 

本课程是为高年级本科生提供一幅关于民主的素描。课程既包括规范性的理论框架，如为什么民主是有价

值的？民主理想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也包括经验性的材料，如关于政治文化的调查；一些典型国家的民主

化案例。既有历史脉络的梳理，也有民主实践的剖析。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视野则是世界性的和比较

性的。因此，我们在每一单元后面都安排一次讨论课（占总课时的 1/3），讨论的问题均与中国相关。当然，

我们在介绍民主的成就的同时，也非常关注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中所蕴涵的各种问题：如民主的赤字问题、

民主的代表性问题、少数权利的保护问题等。 

 

00700972 博弈论与政治       2 学分 32 学时 

Game Theory and Politics 

教授博弈论基本理论，并以古今中外政治事件为例，讲授博弈论在其中的应用。 

 

00700992 司法政治       2学分 32 学时 

Judicial Politics 

本课程主要授 课对象为全校本科生，主要探讨司法与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交织，并为学生理解司法现象提

供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法院如何做出决 策，法院在社会变革中能承担怎样的角色，后

发国家（如中欧、拉美、中东等后发民主国家）如何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确立法治等。目 的是使学生初步掌 

握司法政治的基本知识，并引导学生思考和探讨我国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改革中可借鉴的理论模式与制度

模式。本课程曾为 2009-2010学年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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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1121 人的毕生发展       1 学分 16 学时 

Lifespan Development 

本课程主要向非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介绍人在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各个时期的

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要求每个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的过程中参加两个心理学实验并获得实验学分（占本课

总成绩的 10%）。 

 

00701132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前沿选读       2 学分 32 学时 

Selected Readings on China's Judicial System 

本课程主要授课对象为全校本科生，主要研读并探讨中西方学人（Stanley Lubman, Jereme Cohen, Donald 

Clark, Benjamin Liebman, Randall Peerenboom 等）对中国司法制度的研究。研究专题包括中国司法传

统，司法制度概论，审判委员会，上诉制度，法律创新等。授课材料主要为西方学人经典著作及最新的工

作论文（working paper）。本课程的设计目的是使学生接触西方学人的最新成果，为进一步中西对话打下

基础，并引导学生思考并探讨中国司法制度改革中的得与失。 

 

00701151 沈括与《梦溪笔谈》       1 学分 16 学时 

Shen kuo and “writing of dream for brook” 

沈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大科学家，而他的《梦溪笔谈》也被认为的一部科学著作。本课程将通

过讨论沈括及其著作，回答中国古代科学与文化的关联的问题。 

 

00701182 动物伦理学与护生文化       2 学分 32 学时 

Animal Ethics 

系统介绍西方当代动物伦理学主要流派的观点与相关论证，介绍东方护生传统及其实践，介绍国内外主要

动物保护组织及其活动。 

 

00701211 社会心理探索       1 学分 16 学时 

Exploring Social Psychology 

本课程通过一种简短而经济的方式来介绍社会心理学，以 8-12 个模块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研究成果呈现

给学生，以研究者的视角来揭示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及其深刻理论意义，解释和反思这些现象对人类的意

义。通过关注人类的重大问题,比如自我、人际、信念、认知偏差、社会态度与行为、爱和恨、反社会行为、

爱情与婚姻心理、幸福以及社会心理的应用等。这些模块新颖而简明，这种风格对学生的吸引力在于有助

于学生未来走向社会以及职场的生存，并且对一些交叉学科有重要的启示。此外,模块的主题集中在社会心

理学范畴的科学研究，强调我们作为个体的所思所想，以及如何影响他人和受他人影响。 

 

00701252 汽车的历史、生活与文化       2 学分 32 学时 

The History, Life and Culture for Automobiles 

汽车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一个杰出代表和体现，它以一种独特的力量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

环境。同时和很多其他技术一样，其技术的发展历程也受到了政府决策者、企业家、普通公众等诸多行动

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技术和我们的社会之间是相互形塑着的，并逐渐在这种交互过程中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本课程作为《信息技术，自我与社会》的姊妹篇，探讨了另外一种移动技术

（mobile technology）与社会之间的共同演化关系。 

 

00701271 心理学入门       1 学分 16 学时 

Brief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心理学是一门涵盖多种专业领域的科学，但就其根本而言，心理学是一种研究行为和心理过程的科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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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将介绍心理学的主要领域和经典实验，其内容涵盖生理基础、认知科学、感觉与记忆、判断与决策、

思维与逻辑、发展与异常、人格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目的在于把同学们领入心理学的奇妙世界。 

 

00701291 道德经与心理健康       1 学分 16 学时 

Tao and Mental Health 

人们为什么会有情绪困扰？困扰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运用道德经的智慧，用辩证变化的观点看待人生、世

事，走出“小我”世界，获得“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进而获得健康快乐的人生。 

 

00701312 创新理论与案例       2 学分 32 学时 

Innovation Theories and Cases 

创新理论是当代最热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教学方向，是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同学都应该涉猎和了解的重要学科。

本课程涵盖当代最新的创新理论，并重点对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对它们的创新特点和相关背景进行深入剖

析。本课程除了理论讲授以外，还辅之以若干案例分析。通过本课程学习，选课同学将从理论上对创新问

题有一个全面了解，并提高对实践问题的分析能力。 

 

00701322 西方古代政治思想       2 学分 32 学时 

Western Classic Political Philosophy 

本课程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的起源和根本问题。在选取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经典著作基

础上，我们将着重了解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对正义、幸福、真理等基本

价值的阐释，对不同类型政体的评价，以及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通过学习，学生不仅能对西方

文化源头有准确的把握，而且能对当代的政治概念如民主、正义、宗教等的发展脉络有深入的认识，从而

为进一步政治哲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00701332 性别与科技       2 学分 32 学时 

Gender and Science 

在专业选择、科研产出、职称等级等方面，科学界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通过阅读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外文

文献，本课程将引导同学了解国内外科技人才培养和成长各个阶段的性别差异问题，并结合同学的实际经

验和体会探讨性别带来的优势和挑战。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进路更进一步探讨了科学技术内容本身的性别

维度，指出科学、技术与性别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建构的关系。我们也将介绍这方面的经典文献，启发同

学对自己所从事研究的人文和社会属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00701344 国际关系分析       4 学分 80 学时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从 2001 年至今，《国际关系分析》课程已经开设了 14 年，选课学生累计超过了 7,000 人。作为清华大学人

文素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注重将科学方法、批判能力培养纳入教学内容，并与国际关系现实紧

密结合，这些特点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该课程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宏观分析

与独立分析能力，帮助他们在牢固掌握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世界趋势、多样

性以及中国特殊性等议题。 

2002 年，由于教学效果显著，本课程一位主讲教师获得了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另一位主讲教师则获得

清华大学“优秀教师奖”。 

2004 年，本课程列入清华大学精品课程建设计划，并启动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和建设计划。 

2006 年，本课程获得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精品课”等荣誉。 

2007 年，本课程获国家级精品课称号。 

2008 年，教材《国际关系分析》获教育部精品课教材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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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本课程教材《国际关系分析》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称号。 

 

00701352 健康产业发展与管理       2 学分 32 学时 

Topics on Healthcare & Management 

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泛指促进健康的相关产业，包括健康产业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及其

支撑体系，其中医疗和养老产业是其核心产业。 

    本课程基于任课教师多年研究经验和成果，重点讲授健康产业的基本概念、主要政策内容及其理论知

识体系，并以部分海内外大型医院和养老机构为例，讲授医院与养老机构经营管理中的基本理念、文化、

战略、组织、制度、流程及方法等。 

 

00701362 互联网金融创新       2 学分 32 学时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Finance 

本课程介绍互联网金融的历史、发展，目的是培养学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创业思维。本课程首先

介绍了互联网+的大背景，之后讲述互联网+金融的细分领域，如征信、支付、P2P、众筹和互联网货币。课

程最后两节课留给同学分享创业思想和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认知。 

 

00701371 国学智慧与心理健康       1 学分 16 学时 

GuoXue Wisdom and Mental Health 

人们为什么会有情绪困扰？困扰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运用国学的智慧，用辩证变化的观点看待人生、世事，

走出“小我”世界，获得“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进而获得健康快乐的人生。 

 

00701381 面向科学和公众的写作       1 学分 16 学时 

Scientific Writing and Beyond 

本课程面向人文社科类一年级本科新生，旨在通过文本阅读与写作实践的结合，教授学生提升分析式阅读、

批判性思考、有效撰写和表达的能力。（1）要求学生分析阅读材料所用的吸引读者的撰写策略，模仿并改

进这些策略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2）引导学生有效地进行逻辑论证，并在理解、建构和表达意义

时有目的地使用语言；（3）加强学生间、师生间的合作与互动，拓宽词汇和视野、丰富素材、提升写作技

巧；（4）使学生了解与写作有关的技术规范、学术规范和社会规范。 

 

00701413 欧洲联盟与中欧关系       3 学分 48 学时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EU Relations 

本课程首先概述欧洲一体化和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历史。在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结束之间，西欧和中国的历

史的发展比较多呈平行状态，但亦不乏交集的地方，同学将了解自二战后欧洲局势，到罗马条约的签署, 到

建立欧洲一体化的背景、欧盟系统的设计、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发展，以及欧盟在当前国际舞台

上的角色。同时，向同学们介绍现时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关键辩论、重要专家及其观点、主要理论。 

自 1975 年，中国和欧盟正式外交接触开始，课程介绍中国与欧盟当代互动的发展的及其背景。自本世纪 90

年代起，双方的关系是飞速发展。本课程特别分析目前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背景及发展，

以及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 

本课程是欧盟委员会资助的 2015 年度欧盟委员会让&#8226;莫内课程项目（Jean Monnet Academic Module）。

是史志钦教授主持的“把欧盟带进清华的课堂 (Introducing the EU to the classroom of Tsinghua)项

目的一部份, 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同学，本课程特别开设奖学金，给每学期最优秀的同学到欧盟总部布鲁塞

尔参观或到欧盟国家参加暑假班。此奖学金设在 1500 欧元(每年每个学生)。 

课堂上鼓励同学积极发表意见及参予到各项的讨论。课堂讲授以中文为主。另外，由於欧洲研究在国外的

发展比较前沿，所用语言以英语及西欧语言为主，本课程的文献包括較多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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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1422 工程哲学       2学分 32 学时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基础，在工程活动中存在许多哲学命题和哲学问题。哲学需要面向工程，

工程需要哲学。工程哲学兴起于 21 世纪初，我国在该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本课程将追踪工程哲学的前

沿研究，讨论如下基本观点：工程哲学是沟通工程和哲学的桥梁；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三元论”是工程

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工程的来源及工程的特殊功能；工程思维的特殊性；工程观；工程方法；工程与安全

文化等。 

 

00701473 行为社会科学       3 学分 48 学时 

Behavioral Social Sciences 

介绍行为社会科学核心概念和理论，引导学生学习探索新兴社会科学领域。课程要求有开放的想法，多讨

论多思考。后续课程包挂行为经济，行为金融，行为政治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等。 

 

10700012 心理潜能开发       2 学分 32 学时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potential 

通过课堂温暖的氛围，以及自我探索、团体训练人际沟通、观点交流、经验分享，开发学生创造潜能，提

升学生自信与问题解决策略，包括自我了解、培养健康的自我观念、了解他人并尊重不同意见，学习沟通

与处理冲突的技巧，学习情绪调节与保持阳光心态，学习管理时间与压力，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及人生规划

能力，促进学生成长及潜能开发。 

 

10700023 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       3 学分 48 学时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Human Civilization 

本课程系为新雅学院专门设计的通识性课程，以科学史为主线，讲授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并兼及

科学哲学、科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内容，以重要事件、人物、问题为重点，阅读相关文献，通过对若干有

问题的讨论，获得对于科学、科学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的

掌握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10700032 跨文化交流与实践       2 学分 32 学时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e 

本课是社科学院外语实践全英文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掌握听说读写的初

步知识与基本能力，能够听懂社科相关专业的英语材料，能够基本看懂相关专业的阅读材料和简单文献，

具备简要的以英语口语形式和英语书面形式表达对自身专业认识的初步能力。课程注重学生对英语的综合

运用，关注学生专业英语水平。在听说读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口语实践。 

学生参加的暑期学校、海外实习、海外研修，用外语交流的各类校外时间活动，可以对应认定为外语实践

学分。 

 

30700023 经济思想史       3 学分 48 学时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本课程讲授自亚当·斯密依赖的各经济学流派，主要涵盖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新古

典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等方面。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不仅

对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本身，而且对各主要经济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这

些学说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30700113 中国社会       3学分 4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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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ociety 

本课旨在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进行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一个入门性质的导引，激发同学对中国问题研究和

社会学研究的兴趣和潜力。本课程在设计和安排上，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关注中国社会发

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培养同学的问题意识，同时不断与经典理论对话，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因此，本课程在课程安排上，围绕中国社会的传统特征和问题而生，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社会关系及

其演变，“单位制”及其演变，农村发展及农村问题，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及其演变趋势，收入分配与贫富

差距等。 

30700123 发展经济学       3 学分 48 学时 

Development Economics 

本课程将结合近年来经济理论在不完全信息、契约理论、博弈论、新增长理论等方面的最新进展，采用标

准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围绕二条主线讲授：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二是发展经济学的方

法论。具体内容有：经济发展概论；经济增长；新经济理论；历史、预期和发展；经济不平等与经济发展

的相互联系；贫困与营养不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农村与城市；国际贸易；贸易政策；贸易政策的多

变方法等。 

 

30700173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本课程将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包括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 

 

30700183 公共经济学       3 学分 48 学时 

Public Economics 

本课立足于公共利益，考察公共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主要从公共经济主体入手，对公共产品、公共选

择与公共经济决策、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经济管理、公共经济政策、地

方公共经济等方面进行探讨。 

 

30700193 博弈论基础（英）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in English) 

本课程介绍博弈论的基础内容，包括：博弈论与经济学、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及战略式表述、纳什均衡及应

用举例、不完全信息博弈和贝叶斯纳什均衡、贝叶斯均衡的应用举例、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等。 

 

30700283 社会学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详细介绍社会学基本概念，讨论社会学基本理论，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探讨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30700313 心理学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Psychology  and  live 

心理学是关于人和人生活的科学，本课程以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过去 20 年以来心理学

对人心、人情、人性，人欲的研究。重点介绍人的认知，记忆，注意，思维、情感等心理机制在人类最常

见的学习、选择、决策、判断、创造、团体互动、国际交往、商业贸易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活动规律。同

时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色和特殊历史现态，对中国人心理生活的影响。教学方法主要以中文教授为主，

结合案例谈论、时事分析及多媒体欣赏。以开拓视野，提高心智，为进一步学习科学心理学打下坚实基础。 

 

30700342 管理学       2 学分 3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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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主要结合案例分析讲授管理学一般理论知识，重点讲解管理思想史、主要管理学流派及其理论、战略管理、

公司治理、企业文化、计划与决策、组织与控制、领导与沟通、人事管理、激励机制、绩效管理等内容。 

 

30700362 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       2 学分 32 学时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何创建中国崛起的理论？如何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把握规律？本课程将结

合国际关系史，分析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心理学、中国古代国

际政治思想等。以史论结合的方法，使学生深入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 

 

30700383 社会科学统计学入门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社会科学统计学初步知识，理解统计学的概念，能够进行较简单的数据整理和统计

分析，有一定能力去独立阅读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的定量分析文章。本课程教学用的数据以及阅读的统计

案例，多取自于国际关系学专业。学生只需要掌握基本的中学数学代数知识即可修课，而不需要知道高等

数学的微积分或线性代数知识。 

 

30700393 人格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Personality Psychology 

本课程是系统探讨人性的一门学科，是心理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运用发

展的、系统的和实践的观点来了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及研究方法、掌握人格的发展及人格的评估方式，

了解人格心理学基本理论流派的观点，对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30700403 认知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Cognitive Psychology 

讲授信息加工的基本过程，包括感知觉、注意、记忆、心理象、语言、推理、问题解决等。介绍认知心理

学的基本现象、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标志性研究成果。 

 

30700413 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Neuroscience 

知觉、注意、记忆、语言、社会认知、情绪、问题解决等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关于它们的神经机制的研

究却总会有新的发现。本课程的内容包括知觉、注意、记忆、语言的神经机制，以及社会认知、情绪、问

题解决等新近发展起来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学科领域，结合全新的、丰富的研究实例把认知神经科学这门新

鲜的、蒸蒸日上的学科呈现给学生。 

 

30700423 实验心理学实验       3 学分 48 学时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ab 

《实验心理学实验》是心理学本科生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心理学研究的

思维方式。主要教学内容是重复经典实验以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期末实验的设计与完成。 

 

30700433 社会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如何影响他人，以及相互关联的学问。教学内容包括：

社会认知、社会影响、人际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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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0443 生理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生理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专业基础课程。神经系统以及生理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策略的介绍是本课程的基础部

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本学科。本课程重点在于感觉系统、情绪、摄食行为、学习与记忆等的生理

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重要的人类心理现象及行为的生理基础。 

 

30700463 心理测量学       3 学分 48 学时 

Psychometrics 

心理测量一直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是研究行为和心理现象的基本方法之一。任何介绍方法的

课程，都不外两种讲法：一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介绍原则、应用，评价等理论；一种是从具体技术着手，

介绍各种方法及其操作和注意事项。心理测量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一套有确切概念和完整结构的学科系统，

理论上已有很大发展，具体测量方法也大为增多。本课程试将两种讲法结合起来，即从理论着手，辅以有

代表性的典型方法。本课还对心理测量的研究历史做了回顾，可从中了解方法的演变过程；对于编制测验

的要求、标准化的过程及案例应用，本课也将介绍。 

 

30700483 实验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本课介绍实验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基本实验设计、高级实验设计与控制，以及心理物理学、知觉、注意、

记忆等领域的经典实验范式与方法。 

 

30700493 异常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Abnormal Psychology 

变态心理学是以心理与行为异常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分支。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从异常与

正常的对照中更加清楚地揭示人的心理本质。本课程在介绍异常心理现象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

了各种心理障碍的临床表现和关于病因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及治疗和干预 

 

30700504 普通心理学       4 学分 64 学时 

General Psychology 

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入门课程，它是研究正常成年人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科学。其中包括：心理

学发展的历史简介，心理学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

方法等。具体内容有：感觉和知觉，意识和注意，记忆和遗忘，思维和言语，想象和幻想，语言和言语，

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气质和个性等等。还包括：遗传和环境在人们心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关系，

涉及不同领域的诸多心理学理论和流派。 

 

30700533 比较政治学基础       3 学分 48 学时 

An Introduction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这是一门关于政治理论、方法和要领的入门课程，用于理解政治现象、政府结构、政治决策过程和结果。

着重讲授比较方法和理论、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社会活动、政治经济、政治发展、政治

参与和选举、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制度、官僚、税收等。 

 

30700542 健康心理学       2 学分 32 学时 

Health Psychology 

《健康心理学》是一门本科生学习心理健康和咨询治疗的入门性理论基础课程。该课程将系统讲授健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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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心理健康学的有关理论、研究和应用。主要理论包括：经典情绪理论，经典压力应对理论和经典心

理治疗理论等。同时也将介绍东西方健康理论的区别和评述等；主要研究包括：有关健康心理学和心理健

康学方面的经典研究以及近期的重要研究；应用方面将结合课程内容带领学生进行案例实践等。 

 

30700553 发展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本课是面向心理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内容为介绍发展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

个体在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成年期各个时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 

 

30700572 文化心理学       2 学分 32 学时 

Culture Psychology 

本课程从文化与心理的角度，诠释文化作为人类心理活动的载体和环境对人类心理活动的影响。本课程从

心理学对中国人的心理特性的研究出发，阐述了文化和心理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关系，对我们了解自己、

理解他人、适应环境和从事跨文化的沟通，有着一定启示意义。 

 

30700592 社会实践       2学分 学时 

Social Investigation 

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设计实践项目，进行专题考察、调研。使学生接触社会、

了解国情；根据社会需要提供诸如支教、咨询等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以培养学生的时候服务意识和能力。 

 

30700622 公众舆论、政治与对外政策       2 学分 32 学时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本门课主要介绍公众舆论的特性，及其在政治与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课堂讲座主要关注公众

舆论的形成机制和变化，舆论影响政治与对外政策的过程，以及公众舆论与精英舆论的差别。本门课还会

探讨公众舆论在美国政治与社会议题中的作用，同时用比较的眼光分析公众舆论与中国政治、对外政策的

关系。课堂上也会介绍简单的访谈技巧与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选修此课的同学应有基本的政治学理论

和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并了解初步的社会科学统计学知识。 

 

3070063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2）       3 学分 48 学时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2)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2）”是社会学系本科生研究方法训练课程中的一个新的尝试，力图解决国内社会

学本科生的研究方法教学中，目前存在较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本课程将选择三到四个社会学研

究领域，每个领域选择三到四个经典研究，指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案例分析，了解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研

究思路、分析方法和主要结论，并进一步讨论这些研究对该领域的贡献和影响，以此训练本科生在面对实

际问题时，如何恰当地选择和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 

 

30700643 计量经济学专题       3 学分 48 学时 

Topics on Basic Econometrics 

本课程讲授简单回归模型，多元回归分析（估计、推断、OLS 的渐近性等），含定性信息的多元回归分析，

异方差性，模型设定和数据问题，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工具变量估计与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等。 

本课程主要向本科生介绍经济计量理论和技术，力求通过翔实解释和统计软件基础应用的演示，帮助学生

理解经济计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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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 学分 48 学时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本课程主要是介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原理，从经济学的假定开始介绍，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以及研究的内容。在内容中，既涉及市场供给理论，又涉及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成本分析等内容，

也涉及到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核算，短期经济波动，长期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及其供给理论等。 

 

3070068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 学分 32 学时 

Philosophical Study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什么是现代化？虽然人们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和探讨，但在过去六百年中，世界范围内可以至少看到三

股明显难以抗拒的趋势，一是(自然)科学对“愚昧迷信”的决定性胜利，二是飞跃式提升的物质生产生活

水平，三是人文理性取代了诸多传统权威，成为价值评判的绝对标准。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各国的文

化、政治、社会条件差异很大，具体的制度表现也千差万别，可对于现代化却有近乎一致的追求，并且在

现代化过程中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浪潮。 

本课程的目标是阐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思想源流，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性”(modernity)概念。通过系统分

析西方近代思想家，包括笛卡尔、莱布尼兹、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

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波兰尼等人的经典著作，我们将对自然/科学、人文理性、资本主义、技术发展、民

主自由等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和领悟。 

 

30700693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学分 48 学时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本课程主要讲授微观经济学(中级程度)中比较重要的基本原理、概念、模型和方法。首先从比较静态分析

的角度讲授市场均衡、需求与供给曲线，进而介绍预算约束、偏好、效用及选择问题；其次通过实例介绍

斯勒茨基方程(替代、收入效应)，以及资产市场，消费者剩余等问题；再次进一步介绍边际产品和技术，

利润最大化，成本曲线，厂商、行业的供给以及垄断行为；最后介绍要素市场，寡头垄断，帕累托有效配

置，瓦尔拉斯法则，生产与福利经济学，外部效应，公共物品和不对称信息问题。 

 

30700712 中国概况       2学分 32 学时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本课程是为留学生讲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知识。 

 

30700733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导论       3 学分 48 学时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尤其是《资本论》为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结合市场经济和货币金融实践的最新发展，

本课程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视角探讨既作为市场经济重要基础、又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高端、最复杂、外

在表现的货币的本质、货币内在的矛盾、该矛盾的展开及其扬弃，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的产生、资本关系

的发展、升级，进而市场体系的发展和演化，达到学习货币理论基础知识及其运用，为建立既有效率有相

对稳健的金融制度提供启迪和借鉴。 

 

30700743 科学社会史       3 学分 48 学时 

A Social History of Science 

本课程介绍了古往今来，科学在世界不同地区和文明背景下的发展，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诸种因素

之间的影响和相互作用。 

 

30700753 心理学研究方法       3 学分 4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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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 

本课为心理学专业基础课。主要介绍心理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心理学研究总览，心理学研究中

的伦理原则，基本研究设计，描述性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基础，应用研究方法基础，研究结果的分析、

解释、交流等。 

 

30700773 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       3 学分 48 学时 

Global Economy and World Politics 

本课程向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以及关心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本科学生教授本学科重要分析工具以帮助理

解和 分析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现象和问题。教学内容包括社会科学思维的基本路径、理性选择分析框

架、国际体系和国际结构、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等级秩序、经济自由主义和国际市场、政治领域的“市场

与交换”、全球化的历史与理论、全球化与战争和冲突、全球化的逆转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化的

发展：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公共产品困境与全球治理、利益集团与全球政治分野、

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网络等等。 

 

30700783 社会科学方法论       3 学分 48 学时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教学内容分为两部分：各门社会科学都可能使用的方法论；某些具体学科特有方法论。将探讨：社会科学

有无定律，价值与客观性，说明与解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普遍主义与地方性，计算与因果，定性方

法，案例方法，计算社会科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哲学，等等。 

 

40700053 国际关系学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介绍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历史、现状和趋势。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 学分 48 学时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本课程中重点阐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结束期

间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课程围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 20 世纪的国际格局的转换

为主线，重点研究国家（即主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顾具有国际性质的非

国家（即非主权）行为体的发展变化和特点；分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消长、分化和重新组合，

研究了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国际事件，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内国际关系复杂、多边的内在规律。 

 

40700103 社会分层与流动       3 学分 48 学时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在已知的人类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本课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不平等现象；社会分层的起

源，主要形式及划分层级的标线，阶级的概念及发展，个人在分层结构中寻求位置及所受的限制，社会分

层的变化趋势。 

 

4070011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       3 学分 48 学时 

The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1) 

社会学初创时期；孔德、斯宾塞的学说；社会学奠立之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其他主要的

早期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齐美尔等的相关论述：早期美国社会学如芝加哥学派等；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如葛兰西等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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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0123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3 学分 48 学时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本课程系统介绍社会研究的基本原理、程序和方法，各类具体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试验

法、观察法、评估法和第二手资料分析、比较分析等。帮助学生理解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质，掌握从事科

学研究的各种工具。 

 

40700133 社会统计学       3 学分 48 学时 

Social Statistics 

本门课主要讲授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搜集、数据整理和数据分析技术。具体内容如下：1、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数据搜集；2、概率与分布；3 单变量和二变量的统计描述；4、相关测量法；5、 统计推断；6、回归

分析；7、因变量为属性数据的回归分析；8、 路径分析；9、聚类分析与因子分析；10、时间序列分析。通

过以上内容的学习，使得学生能够对大型调查数据的信息进行挖掘和提炼；能够对数据结果进行正确解读；

能够撰写调查报告。 

 

40700143 社会网分析       3 学分 48 学时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内容大纲包括：1.社会网分析在方法忠之意义；2.社会网理论在社会学中之意义；3.个人中心社会网分析；

4.整体社会网问卷；5.整体社会网分析与社会计量学；6.中心性分析；7.小团体分析；8.角色分析；9.动

态网络分析。 

 

40700153 文化人类学       3 学分 48 学时 

Cultural of Anthropology 

本学科以人类社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发展为主题。首先介绍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其

次从人类物质文化开始，循序进入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的内容： 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人”的文化的四个纬

度（语言、身体、性别和人格）；第四部分介绍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具体从家庭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三个面向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则深入到心智的文化，分别介绍人类的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最后从

时空的角度分别介绍日常文化、大众文化及文化的全球化，希望通过梳理这一脉络深化对我们现实社会和

文化的理解。 

 

40700163 组织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讲课内容主要包括 1.科学管理；2.韦伯的科层理论；3.人群关系学派；4.巴纳德德理论；5.赛蒙与组织行

为学；6.杜拉克与信息化管理；7.交易成本与组织经济学；8.制度学派；9.社会网络学派；10.组织理论何

去何从？ 

 

4070018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下)       3 学分 48 学时 

The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2) 

后帕森斯时代德社会学。美国实政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学，特别是哈贝马斯、

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以及当代社会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走向。 

 

40700193 国家安全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Introduc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讲授国家安全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讲解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

全等各领域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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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0203 日本研究       3学分 48 学时 

Japan Studies 

本课主要讲解日本的基本国情、民族、文化、历史与现状，重点介绍日本政治、外交特别是中日关系等同

学们关心和需要了解的内容，同时介绍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基本方法。本课程以老师讲课为主，注意基本

观点与实际案例相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比较深入全面地了解日本。 

 

40700213 国际组织       3学分 48 学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促进学生对国际组织的基本结构、行为者

和过程进行系统的了解，尤其是促进学生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全球性重要组织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的起源、作用和决策程序做出深入考察。本课程要求学生学习国际组织的

前沿研究论文，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一项高水平的研究。 

 

40700223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3 学分 48 学时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West 

本课内容非常丰富，但因课时所限，仅选取有代表性的四种政治思潮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

义、绿色和平主义加以讲授和讨论。这四种思潮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影响最大，波及面较广，其代表政

党曾上台执政，按照自己的思想纲领和目标进行社会实践。了解这四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西方政治思潮的来龙去脉和思想精髓。使我们拓宽思路，开阔视野，为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鉴戒。 

 

40700233 中国对外政策       3 学分 48 学时 

Chinese Foreign Policy 

中国对外政策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课程主要介绍：1. 建国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具

体包括（1）中国对外战略的演变过程；（2）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及中国的基本政策；

（3）中国与重点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及中国的基本政策；（4）中国参与多边外交的基本政策。2.

中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化的原因；3. 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研究方法。通过学习，学生可以掌握中国对

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原因，初步具备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能力，为学习国际政治专业高年级专业课程奠

定基础。 

 

40700273 政治学概论       3 学分 48 学时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学科领域。中外政治思想都有很深的传统渊源。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是

从文艺复兴以后开始的。尤其是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政治学者为政治学思想的发展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 19 世纪政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进入 20 世纪以后行为主义政

治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对方法的研究与重视成为现代政治学最主要的特点。政治学的研究始终是和实践

联系在一起的，对中国的政治史和政治制度的分析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也

是政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 

 

40700283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学分 48 学时 

Macro-Economics 

本课程讲授内容从凯恩斯革命开始，介绍了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创立方面的革命性贡献，进而讨论了 20 世

纪 40 年代以后流行一时的正统凯恩斯主义 IS－LM 模型的基本含义和政策取向；其后，根据宏观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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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调整，分别介绍了以反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通

过对比，揭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根本差异。最后，讲述和讨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分析与介绍。 

 

40700302 区域经济学       2 学分 32 学时 

Regional Economics 

本课程将结合近年来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区域经济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讲解和探讨世

界各国、主要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协调，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其主要内

容包括：经济活的区位、经济区域的类型与划分、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增长、区

际分工与区际贸易、区域发展差距，区域政策与管理等等。 

 

40700333 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       3 学分 48 学时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本课程首先介绍讲授内容如下：科学技术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安全分析中的

应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安全分析中的应用；核武器的基本原理与构成、《考克斯报告》分析、

朝鲜核问题，核材料的生产以及防止核材料扩散、伊朗核问题、日本核问题，核武器爆炸杀伤效应、禁止

核试验的问题；弹道导弹基本原理、《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导弹预警和雷达探测，导弹防御的技术基础、

现状以及安全影响；其他热点问题分析。 

 

40700363 城市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Urban Sociology 

首先从城市社会学导论谈起，介绍什么是城市社会学。介绍城市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研究城

市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是什么，以及和其他学科相比，优劣势是什么。剖析城市社会结构，了解城

市社会的复杂结构和组织形态。通过结构视角，透视城市运行的基本逻辑，为研究出现的城市问题奠定基

础。其次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了解国外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总结教训。为我国现今面临的高度城市

化提供经验教训。介绍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下社区发生的剧烈变革，从而寻找一条从下至上

的视角反思我国城市发展。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探讨中国高人口密度社会的城市化模式。最后面向

城市问题，分析城市社会问题，例如：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乡户籍问题，城市住房问题及用水问题等等。 

 

40700373 医学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Medical Sociology 

医学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类健康的一门学科。它的目的是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个体和群体

健康的作用以及政府政策和社会变迁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本课程将首先回顾人类疾病的

演变、现代医学的开端、中国传统医学的实施，然后讨论当今世界重大疾病的流行、医患关系、疾病的文

化模式、经济发展与健康的关系、生活习惯与疾病的关系、人类健康状况调查方法以及医疗公平性等问题。 

 

40700383 经济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Economic Sociology 

古典和近代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当代经济社会学的诞生与发展、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经济组织、企业家、

生产与消费行为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40700394 专业实习       4学分 学时 

Special Exercitation 

人文学院文科试验班各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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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0473 外交学       3 学分 48 学时 

Foreign Affairs 

外交谋略；谈判；外交案例；外交史；外交情报；礼仪等。 

 

40700504 暑期外语训练       4 学分 学时 

English Summer Camp 

视听英美原文电影，戏剧等，强化学生的辨音能力以及听写基本技能。选取著名演讲材料进行模仿、提高，

用学生的特色进行演讲，培养学生说话、演讲能力。 

 

40700523 教育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本课程将重点介绍教育社会学领域中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问题，系统地介绍教育社会学中的各种主要研究问

题，并将侧重讨论教育与社会分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本课程将使学生参与广泛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

方面的讨论，帮助学生系统地了解正式学校教育、非正式教育系统内部的运作过程和运作逻辑；通过比较

研究的方法，向学生介绍国际上的不同教育体制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讲述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其社

会变革之间的具体关系。课程将布置一定的讨论内容，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探讨我国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40700533 世界经济史       3 学分 48 学时 

The World  Economic History 

分别以中国、英国、美国为基本线索了解世界经济在古代、近代、现代发展的基本脉络，使学生理解经济

制度变迁的内涵。帮助学生把握中国经济的长时段趋势，从历史演变与国际比较中把握市场经济的渊源流

变。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源头上更深刻更全面地消化经济学理论。 

 

40700563 近代国际关系史       3 学分 48 学时 

Moder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欧洲国际政治重大历史事件；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及重大历史事

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 

 

4070061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 学分 32 学时 

Analysis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本课程主要对当代中国政府和政治进行专题研究，全面认识中国政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学会

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政治学的角度科学地分析中国政治和政府。以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为研究对

象，就中国政治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专题研究，形成相应的资料积累、思想积累和学术积累，比较

有体会地把握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40700683 中国经济专题       3 学分 48 学时 

Special Topics on Chinese Economy 

分专题重点讲授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一些主要方

面、以及相关的经验总结和国际比较，引导学生对现当代中国经济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认识把握。 

 

40700693 心理统计学       3 学分 48 学时 

Statistics for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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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讲授统计学在心理学中的应用，以 SPSS 软件为工具，结合案例讲授各类统计方法的基础理论知

识、实际软件操作和结果的合理分析解读，让学生掌握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解决实际心理学问题的能力。 

 

40700723 政治经济学原理       3 学分 48 学时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系统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以下所列内容教学将根据学生的基础和理解能力，做适当删减。 

第 1 部分  政治经济学总论 

第 1 章   资本主义震动了世界 

第 2 章 人、偏好和社会 

第 3 章 三维的经济学理论 

第 4 章 过去与现在的政治经济学 

第 5 章 剩余产品：冲突与变革 

第 6 章 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 

第 7 章 美国资本主义：积累与变革 

第 2 部分  微观经济学 

第 8 章 供给与需求：市场是怎样运行的 

第 9 章 竞争与协调：看不见的手 

第 10 章 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 

第 11 章 竞争与集中 

第 12 章 工资与劳动 

第 13 章 劳动场所中的技术、控制和冲突 

第 3 部分  宏观经济学 

第 14 章 不平等面面观 

第 15 章 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贫困 

第 16 章 总需求、就业与失业 

第 17 章 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 

第 18 章 通货膨胀 

第 19 章 政府和经济 

第 4 部分  结论 

第 20 章 资本主义的未来 

 

40700743 货币银行学       3 学分 48 学时 

The Economics of Money and Banking 

介绍关于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银行体系与货币流通，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货币理论与货币

政策分析等方面的核心概念，强调开放经济环境，突出对核心概念的透彻理解，力求理论和现实经济现象

的结合 

 

40700763 经济学方法论       3 学分 48 学时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课程以方法论批判的视角，分析当代三大经济学思潮，即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念，为学生认识当代经济学的科学性提供方法论层面上的解读，有利于学生更

深入地理解经济学理论与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课程主要包括：现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讨论，经济思想

史中的方法论探讨，经济学发现的逻辑，经济学建模的起点，经济学的检验，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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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方法论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方法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前提

的方法论分析。 

课程考核包括期末考试与课堂讨论两部分，重点考核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 

 

40700792 心理学史       2学分 32 学时 

History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史》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通过介绍西方心理学史和中国心理学史，使学生了解科学心理

学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掌握心理学各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深刻理解心理学的学科特点与发展趋势。 

 

40700802 原苏联东欧地区研究       2 学分 32 学时 

Former USSR and Eastern European Area Research 

本课程为本科生专业课，旨在使学生掌握以下内容：1、原苏东地区历史变迁的脉络与苏东剧变的影响；2、

原苏东地区政治、经济与外交的现实与发展趋势；3、中国与原苏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4、考察转轨国

家的主要方法。 

 

40700823 劳工社会学       3 学分 48 学时 

Sociology of Labor 

讲授和讨论劳工社会学的三个主要领域：1、劳动过程理论；2、劳工历史和劳工运动；3、全球化背景下的

劳工问题 

 

40700832 文化与国际关系       2 学分 32 学时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课旨在探讨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并从体系文化、同源文化和民族文化三个层次分析文化的

作用。 

 

40700852 心理学专题讲座       2 学分 32 学时 

Topics of Psychology 

邀请国内心理学不同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为学生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讲座内容主要是认知心理学、神

经科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程与工业心理学等。 

 

40700872 跨文化沟通（英）       2 学分 32 学时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沟通主要针对作为出生于东方文化的我们，如何对西方主流社会的思想、文化进行理解，在彼此的

文化中找到心灵的感应、生活的乐趣以及思维的快乐。此课程既在宏观层面涉及了对影响西方文化的主要

政治、历史事件的介绍，也在细微之处涉及对西方生活习惯、交流方式、以及日常礼仪的体会和实践。本

课程学习实践的内容将对去英美国家留学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 

 

40700882 职业心理学       2 学分 32 学时 

vocational psychology 

职业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分支。研究与人们选择、从事和改变职业有关的个体差异和特点的一门学科。

它包括职业选择、职业指导和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还包括现代社会中大量出现的职业咨询问题。职业

心理学的研究以人的能力概念为基础，以各种心理测验工具为方法和手段，帮助人们选择并确定适合其个

性和能力的职业。本课程教学内容包括职业心理学主要理论，职业干预，职业测评，职业辅导，职业适应，

职业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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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0892 工程心理学       2 学分 32 学时 

Engineering Psychology 

工程心理学是以人-机-环境系统为对象，研究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人与机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工业心理

学分支。它以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它的目的是使工程技术设计与人的身心特点

相匹配，从而提高系统效率、保障人机安全、并使人在系统中能够有效而舒适地工作。本课程将对工程心

理学这门学科进行综合的介绍，会以人的认知信息加工模型为基础，来详细阐述工程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的内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各个领域对工程设计的影响。 

 

40700913 管理心理学       3 学分 48 学时 

Management psychology/Organizational behavior 

个体心理与激励；群体心理与管理，领导心理与管理，组织心理与管理 

 

40700923 中级政治经济学       3 学分 48 学时 

Intermediate Political Economy 

课程主要介绍当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相关学术争论、代表人物的思想，并适当引入数学分析方

法。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沿问题有所了解。为其进一步从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40700973 当代美国经济与政治       3 学分 48 学时 

Contemporary American Economy and Politics 

本课程包括当代美国经济和当代美国政治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课程的重点，主要讲授美国微观经济、

宏观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第二部分概要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演进和基本特征。具体内容见教学大纲。 

 

40701003 经济外交事务、礼仪与谈判       3 学分 48 学时 

Economic Diplomacy and Foreign Economic Affairs, Etiquette and Negotiation 

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政策、经济外交、谈判、礼仪 

 

40701012 经济外交法       2 学分 36 学时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Laws 

外国人经济地位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经济外交组织法；财经外交法；市场外交法（国际货物贸易法；国

际服务贸易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产业外交法；资源外交法；能源外交法；环境外交法；外资法；国际经

济合作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经济援助法；争端解决法；国际经济机构法；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法律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经济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法等。 

 

40701042 金融经济学       2 学分 32 学时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Economics 

本课讲授金融经济学中的四方面内容：1）股票和国债市场，2）时间和状态变量，3）套利和衍生品，4）

收益的统计描述。课程讲述金融学中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的基础内容，也是学习更高级金融课程的基础。 

 

40701052 脑成像数据分析       2 学分 32 学时 

Data analysis on brain imaging data 

本课程讲授脑电、磁共振两种主流脑成像数据的分析处理方法。脑电数据分析将以脑机接口技术为线索，

包括事件相关电位、自发节律活动、诱发节律活动等典型脑电类型的数据分析方法，着重讲解脑电数据的

实时分析与分类识别。磁共振数据分析部分将介绍主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方法。本课程教学过程强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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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实践，学生将通过大量实验以掌握脑成像数据分析技能。 

 

40701060 综合论文训练       10 学分 160 学时 

Diploma Project(Thesis) 

本课程采用导师与学生一对一指导的形式，通过对一个未解决的实际问题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使学生

学会如何着手开展科研工作，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调研、选题、关键问题的解决和研究成果的表述。

通过本环节的训练，学生应对科研工作有较全面的了解，并具有初步的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 

 

40701072 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概论       2 学分 32 学时 

Chinese Anci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s 

目前，在国际关系学界，国际上非常关注于中国学派。而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究竟有何贡献？是否能像

英国那样产生英国学派？我国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思想指导我国的外交？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究竟如

何实现？这些都是现实提给我们的问题，而从西方理论中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因此，通过研究老子、孔

子、韩非子等人的国际政治思想，可以为我国的外交思路提供新的选择。与国际国内其他高校相比，本课

程具有理论前沿性和强烈的现实指导性。结合春秋战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史，分析不同学派在国际合作与战

争、霸权争夺等问题上的争论，既可以指导我国当前外交，也可以在理论上催生中国学派。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欧洲政治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有丰富的国际政

治思想。我们从中汲取营养，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分析不同学派如道家、儒家等的国际关系

认识基础上，本课程比较先秦思想与西方国际关系的异同，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先秦人士与当

代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有很多共识，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比如，荀子对国际体系的本

质认识是：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

无政府状态，因此各国为利益而发生冲突和战争。这与荀子的“群而无分则争”的认识是一致的。 其次、

先秦人士与现代人对国际政治概念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国际社会是否是个等级社会，二是国际规范应

以平等为原则还是以等级为原则。现代国际社会是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原则的体系，因此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认为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是没有等级区分的社会，国家是平等的国际行为体，因此国际规

范维护各国的平等权利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而先秦人士则认为，即使没有中央政府，国家实力的差别

本身就决定了国际社会的等级差别。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等级规范与实力差别的一致性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基

础，以等级差别为原则制定国际规范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 因此本门课程对先秦诸子的国际关系思想进

行了详细分析，然后横向比较，比较他们的人性观、战争观、研究层次、对国际秩序的认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