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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学生培养方案 

一、课程体系 

（一）通识模块 

1.思想政治理论课1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思想道德与法治 BIAPIP0002 3 1 

2.基础技能 

（1）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课2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数据与信息技术基础 数据与信息技术基础 BMSECT0001 2 1，2  

信息技术应用

类 

计算思维与问

题求解类 

C 程序设计 BCSTCT0001 2 

2，3 

Python 程序设计 BCSTCT0002 2 

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类 

数据库与数据挖掘 BBSECT0001 2 

统计数据分析 BBSECT0002 2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BBSECT0003 2 

经济管理中的数据分析 BBSECT0004 2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BBSECT0005 2 

多媒体与网络

应用类 

多媒体应用 BCATCT0001 2 

网页设计 BCATCT0002 2 

App 开发 BCATCT0003 2 

网络工程应用 BCATCT0004 2 

注：本表中课程为信息学院统一组织授课的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课程，第二层次“数据与信息技术应用

类”其他课程信息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课培养方案》 

  

                                                             
1 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方案》 
2 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课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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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识课程群 

（1）通识课1 

课程模块 

通识课 

社会科学类 

哲学与伦理 

历史与文化 

思辨与表达 

审美与诠释 

世界与中国 

自然科学类 

科学与技术 

实证与推理 

生命与环境 

通识讲座 由学生自主选听，根据相关要求计算次数。具体讲座以每学期实际开设为准。 

（2）公共艺术教育2 

课程模块 

美术与书法 

设计与摄影 

戏剧与影视 

艺术学理论 

音乐与舞蹈 

（3）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大学生心理健康 BMHEQD0001  1 2 

 

 

 

 

                                                             
1 详见《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课培养方案》 
2 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艺术课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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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模块 

1.专业核心课 

专业名称/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国际政治 

语言类 

基础汉语Ⅰ（留学生限选） ICLPMS0028 4 1 

基础汉语Ⅱ（留学生限选） ICLPMS0029 4 2 

基础汉语Ⅲ（留学生限选） ICLPMS0030 4 3 

基础汉语Ⅳ（留学生限选） ICLPMS0031 4 4 

外教英语 BINPMS0043 2 1 

中国概况类 
中国国情（留学生限选） ICLLMS0001 2 1 

中国通史（留学生限选） ICLLMS0002 3 2 

国际政治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2 2 1 

政治学概论（留学生限选） IPOLMS0001 3 4 

国际关系史（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4 3 2 

当代国际关系（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1 2 3 

中国对外关系史 BDIPMS0019 3 1 

中国政治传统与文明 BCHIMS0011 2 1 

世界政治思想史（留学生限

选） 
BINPMS0055 3 4 

中国政府与政治（留学生限

选） 
ICHIMS0001 3 3 

比较政治制度概论 

（留学生限选） 
ICPSMS0001 2 4 

国际政治学概论 BINPMS0018 3 4 

当代中国外交 BDIPMS0022 3 2 

国际战略学概论（留学生限

选） 
IINPMS0005 2 5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 BINPMS0019 2 5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3 2 6 

对外政策分析 BDIPMS0005 2 5 

国际安全概论 BINPMS0045 2 4 

区域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BINPMS0025 2 6 

专业汉语（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7 6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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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外交学 

语言类 

基础汉语Ⅰ（留学生限选） ICLPMS0028 4 1 

基础汉语Ⅱ（留学生限选） ICLPMS0029 4 2 

基础汉语Ⅲ（留学生限选） ICLPMS0030 4 3 

基础汉语Ⅳ（留学生限选） ICLPMS0031 4 4 

外教英语 BINPMS0043 2 1 

中国 

概况类 

中国国情（留学生限选） ICLLMS0001 2 1 

中国通史（留学生限选） ICLLMS0002 3 2 

外交学类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2 2 1 

政治学概论（留学生限选） IPOLMS0001 3 4 

国际关系史（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4 3 2 

当代国际关系（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1 2 3 

中国对外关系史 BDIPMS0019 3 1 

中国政治传统与文明 BCHIMS0011 2 1 

世界政治思想史（留学生限选） BINPMS0055 3 4 

中国政府与政治（留学生限选） ICHIMS0001 3 3 

比较政治制度概论 

（留学生限选） 
ICPSMS0001 2 4 

国际政治学概论 BINPMS0018 3 4 

当代中国外交 BDIPMS0022 3 2 

外交学概论（留学生限选） IDIPMS0001 2 5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 

（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6 2 5 

对外政策分析 BDIPMS0005 2 3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3 2 5 

发展学导论 BINPMS0054 2 5 

美国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2 2 4 

日本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0 2 3 

欧盟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3 2 4 

俄罗斯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1 2 4 

领事与领事保护概论 BDIPMS0022 2 6 

国际谈判学概论 BDIPMS0023 2 4 

专业汉语（留学生限选） IINPMS0007 6 5，6，7 

2.个性化选修课1 

 

                                                             
1 个性化选修课程开课学期为以往惯例，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调整。 



 

65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

学期 

国

际

政

治

类 

1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案例：历史与现实 BINPMS0015 2 4 

国际政治理论文献选读 BINPMS0016 2 6 

国际政治心理学 BINPMS0017 2 6 

2 

国际战略与安

全 

国际战略学概论 BINPMS0014 2 5 

非传统安全概论 BIPEMS0002 2 6 

国际冲突与控制 BINPMS0006 2 6 

战略武器技术与国际安全 BINPMS0028 2 6 

3 

国际政治经济

学 

经济外交 BIPEMS0010 2 3 

美国与世界 BIPEMS0011 2 5 

国际合作与制度 BIPEMS0003 2 6 

国际经济组织 BINPMS0056 2 6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BIPEMS0016 2 6 

国际关系博弈论 BINPMS0046 2 5 

4 

国际经济理论

与实务 

国际经济学 B BINTMSB001 2 5 

国际金融学 BIPEMS0004 2 5 

世界经济概论 BIPEMS0013 2 5 

世界经济史 BIPEMS0014 2 5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 BIPEMS0006 2 6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BIPEMS0007 2 7 

5 

全球问题与全

球治理 

 

文明演进与国家兴亡 BINPMS0047 2 4 

中国边界与海洋权益 BINPMS0048 2 5 

国际能源、环境及气候概论 BINPMS0012 2 5 

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 BINPMS0019 2 5 

全球公共问题与治理 BINPMS0026 2 5 

世界宗教与国际关系 BINPMS0027 2 5 

中国与国际组织 BINRMS0001 2 5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BINPMS0007 2 6 

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 BINPMS0013 2 6 

民族国家与全球秩序 BINPMS0023 2 6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 BINPMS0001 2 7 

6 

区域与国别研

究 

发展学导论 BINPMS0054 2 5 

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 BINPMS0057 2 6 

东南亚政治与社会 BDIPMS0024 2 5 

南亚政治与社会 BDIPMS0027 2 6 

拉美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4 2 5 

中美关系史 BDIPMS0021 2 5 

美国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2 2 4 

德国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5 2 6 

俄罗斯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1 2 4 

日本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0 2 3 

欧盟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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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7 2 6 

英国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6 2 6 

中东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8 2 6 

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BINPMS0024 2 6 

东欧中亚政治与社会 BDIPMS0039 2 7 

国

际

政

治

类 

7 

外交外事 

外交学概论 BDIPMS0013 2 5 

外事礼仪 BDIPMS0015 2 6 

领事与领事保护概论 BDIPMS0028 2 6 

国际谈判学概论 BDIPMS0008 2 4 

外事管理概论 BDIPMS0014 2 7 

8 

中国政治 

公共政策导论 BCHIMS0003 2 5 

中国政治实证研究 BCHIMS0012 2 5 

中国宪政专题 BCHIMS0009 2 6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 BCHIMS0008 2 6 

伦理与公共政策 BCPSMS0012 2 6 

9 

政治思想 

政治哲学导论 BPOLMS0009 2 5 

中国政治原典选读 BPOLMS0012 2 6 

比较政治思想 BPOLMS0001 2 6 

政治文化导论 BPOLMS0006 2 6 

西方宪政理论 BPOLMS0004 2 6 

国际文化思潮 BPOLMS0002 2 7 

10 

比较政治 

政治心理学 BCPSMS0011 2 5 

世界政治史导论 BCPSMS0013 2 5 

比较政治经济学 BCPSMS0001 2 5 

选举政治学 BCPSMS0006 2 6 

政治传播学 BCPSMS0009 2 6 

世界政党概论 BCPSMS0005 2 7 

11 

专业英语 

专业英语写作 BINPMS0038B 2 5 

专业英语口译 BINPMS0034B 2 5 

专业英语精读 BINPMS0033B 2 5 

专业英语笔译 BINPMS0032B 2 5 

12 

全英文课程 

当代中欧国际关系（英） BINPMS0003E 2 5 

欧盟政治与经济（英） 

（中国学生限选） 
BDIPMS0011E 2 5 

美国政治概论（英） BINPMS0021E 2 5 

电影中的国际关系（英） BINPMS0004E 2 5 

美国政治与经济（英） BINPMS0022E 2 6 

中国周边外交（英） BINPMS0031E 2 6 

国际非政府组织（英） BINPMS0008E 2 6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英） BINPMS0030E 2 6 

公共外交概论（英） BINPMS0005E 2 7 

环境政治与政策（英） BINPMS0058E 2 6 

政治研究导论（英） BINPMS0059E 2 5 

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英） BINPMS0060E 2 5 

世界政治中的军事问题（英） BINPMS0061E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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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研究与实践 

1.学年论文（设计）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学年论文 BORCMS0008 2 6 

 

2.毕业论文1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学分 开课学期 

毕业论文（设计） BGTERP0001S 4 7,8 

 

（四）素质拓展与发展指导 

1.公共选修课 

课程模块 

基础技能强化与拓展 

第二外国语学习 

方法与工具 

写作与表达 

英语能力强化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职业技能强化 

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修养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指导 

心理素质教育 

创新创业指导 / 

研究与实践指导 学科竞赛指导 

研究生课程预修 / 

国际学习指导 / 

兴趣与爱好 / 

 

  

                                                             
1 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修订）》 



 

68 

二、专业修读方案 

国际政治专业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所在国各级政府的外交外事部门从事涉外工作，科研机构从事国际问题

研究工作，新闻媒体从事国际新闻采编和评析工作，以及教育机构从事国际政治知识传播与

普及工作的高水平、复合型涉外人才。 

（二）培养要求 

培育人文情怀，拓展全球视野，养成创造意识，训练和提升创新能力；掌握扎实的基础

知识和专业理论，具有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组织、交际能力，较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并能熟练运用汉语进行国际交流；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文明

教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制与学位：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与学分修读要求：总学分 118 学分 

为保证课程地图及学程规划设计的有效执行，各专业修读要求中明确“应修尽修”的原

则，即各类必修课程应按照培养方案中的开设学期修读，无特殊原因不提前、延后或乱序修

读。 

 

课程模块 课程修读要求 
最低学

分要求 

通识模块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3 

18 

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

课 

▲完成必修课程《数据与信息技术基础》，计 2 学分； 

▲在数据与信息技术应用类课程中选修 2 学分课程。 
4 

通识课程群1 

▲在通识课中共选修 8 学分课程； 

▲完成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修读，计 1 学分； 

▲在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中选修 2 学分课程。 

11 

专业模块 

专业核心课 

▲完成【国际政治】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所有课程，包含

【语言类】、【中国概况类】、【国际政治类】3 个子模

块，共 70 学分。 

▲通过测试者可以减免部分【国际政治-汉语类】专业

核心课模块学分（不超过 8 学分） 

70 

92 

个性化选修课 

▲在个性化选修模块【1 国际关系理论】至【12 全英文

课程】共 12 个模块中任选 22 学分课程，其中模块【12

全英文课程】中至少选修 2 学分课程。 

22 

                                                             
1详见《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课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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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修读要求 
最低学

分要求 

创新研究

与实践 

社会研究与创新训练

1 

▲第三学年由学院统一安排，配备教师，在第三学年第

二学期完成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学术论文”。 
2 

6 

毕业论文2 ▲第四学年撰写一篇毕业论文（10000 字左右） 4 

素质拓展

与发展指

导 

公共选修课 选修 2 学分 2 2 

  

                                                             
1详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和创新训练学分认定方案》 
2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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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专业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所在国各级政府的外交外事部门从事涉外工作，科研机构从事国际问题

研究工作，新闻媒体从事国际新闻采编和评析工作，以及教育机构从事国际政治知识传播与

普及工作的高水平、复合型涉外人才。 

（二）培养要求 

培育人文情怀，拓展全球视野，养成创造意识，训练和提升创新能力；掌握扎实的基础

知识和专业理论，具有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组织、交际能力，较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并能熟练运用汉语进行国际交流；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文明

教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制与学位：学制四年，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与学分修读要求：总学分 124 学分 

为保证课程地图及学程规划设计的有效执行，各专业修读要求中明确“应修尽修”的原

则，即各类必修课程应按照培养方案中的开设学期修读，无特殊原因不提前、延后或乱序修

读。 

 

课程模块 课程修读要求 
最低学

分要求 

通识模块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3 

18 

数据与信息技术平台

课 

▲完成必修课程《数据与信息技术基础》，计 2 学分； 

▲在数据与信息技术应用类课程中选修 2 学分课程。 
4 

通识课程群1 

▲在通识课中共选修 8 学分课程； 

▲完成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修读，计 1 学分； 

▲在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中选修 2 学分课程。 

11 

专业模块 

专业核心课 

▲完成【外交学】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所有课程，包含

【汉语类】、【中国概况类】、【外交学类】3 个子模块，

共 80 学分。 

▲通过测试者可以减免部分【国际政治-汉语类】专业

核心课模块学分（不超过 8 学分） 

80 

98 

个性化选修课 

▲在个性化选修模块【1 国际关系理论】至【12 全英

文课程】共 12 个模块中任选 18 学分课程，其中模块

【6 区域与国别研究】至少选修 2 学分课程，模块

【12 全英文课程】至少选修 2 学分课程。 

18 

                                                             
1详见《中国人民大学通识课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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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块 课程修读要求 
最低学

分要求 

创新研究

与实践 

社会研究与创新训练

1 

▲第三学年由学院统一安排，配备教师，在第三学年第

二学期完成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学术论文”。 
2 

6 

毕业论文2 ▲第四学年撰写一篇毕业论文（10000 字左右） 4 

素质拓展

与发展指

导 

公共选修课 选修 2 学分 2 2 

 

  

                                                             
1详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和创新训练学分认定方案》 
2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办法（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