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关系学院

2022级攻读硕士学位培养方案(留学生)

一、适用学科专业

  国际关系(留学生) （学科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政治学 ）

二、学科专业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安全与战略 地区与国别对外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三、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2年

四、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见附表）

  课程总学分设置不少于34学分。公共课不少于6学分,方法课不少于5学分,学科基础
课不少于6学分,专业课不少于11学分,选修课不少于6学分。

  

选修课备注：

  在本院所开设的选修课或在全校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范围内任选。

附：课程设置和学生课程学习的学分要求

当代中国政治 3 学分 2 学期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讲述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等。)

汉语写作 3 学分 1 学期

(Chinese writing)
 (本课程主要讲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方法、技巧与汉语语法知识，引导学生在
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树立批判性思维的意识，旨在进一步提升留学生研究生的汉语写作

水平与分析论证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位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2 学分 2 学期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本课程是为研究生设计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课程，目的是通过用理论和实例对政治科
学研究方法作系统全面地介绍，兼顾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

政治学博弈论 3 学分 1 学期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ce)
 (该课程把现代博弈论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模
型、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当代政治理论与现实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2 学分 1 学期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批判性探讨理论与方法、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轨迹进行
梳理的基础之上，着重对国际关系中的正规模型、定量分析以及案例三个主要方面进行

剖析。在此过程中，本课还将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认知、心理方法和理性选择等方法进

行较为深入的探索。)

历史政治学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ico-Politics)
 (历史的政治和政治的历史，一直是中国文明智慧的来源。就现代政治科学系科的西方
经验来说，“历史政治学”（Historico-Politics）曾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社会科学

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立足于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开拓中国政治学

发展的新方向，是本课程的宗旨。)

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 1 学分 2 学期

(Academic Norm and Paper Writing)
 (通过系统的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的讲解与训练，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教学目的。)

现当代国际关系史 3 学分 2 学期

(Hist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用历史研究的方法，讲授国际关系的演进和当代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讲授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前沿问题)
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 3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各流派的基本理论、分析方法和当代实践。)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Moder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通过阅读和研讨的方式，深入探讨中国的力量与战略、国家主权安全、领土争端与地
区安全这些核心议题，以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外交决策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研究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组织与国际政治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讲授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演变以及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际政治经典文献导读 2 学分 2 学期



(Selected Readings for Liter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研读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讲述各种理论的起源、观点和发展)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Security)
 (本课将对北约东扩、裁军与核不扩散、食品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诸多国际安
全问题进行介绍，并对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和对策进行讨论。)

国际冲突管理 2 学分 1 学期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从历史和理论视角考察冲突、战争问题。具体来说，本课程首先从历史上考察国际冲
突形态的演变；接着将重点从理论上探究国家间之间冲突的起源；最后评述目前国际社

会存在国际冲突管理的机制。仅限在职班学生选课。)

国际关系专业文献导读 2 学分 2 学期

(Liter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深度介绍国际关系专业经典文献及专著，引导学生充分阅读，通过交流与讲授加深学
生对于文献的理解。)

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 2 学分 1 学期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本课程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分析军备控制问题的基本训练。课程将涵盖核军控历
史、威慑理论、核战略、核不扩散、导弹防御、太空、网络等。)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Global Problems and Management)
 (系统介绍当代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主要研究全球秩序的演化、全球治理下的各国
外交变革、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亚洲和发展中世界，重点讨论全球气候变化对国际关系、

外交谈判的影响。)

世界体系与发展问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World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亚非拉国家发
展问题的研究型课程。)

亚太地区国际关系 2 学分 1 学期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以中国为核心考察亚太地区同时存在的两大特点：冷战时期同盟体系的高度发展和冷
战后的继续存在以及冷战后地区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在考察主要大国在战后不同阶段在

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分析梳理中国与主要地区大国和地区型组织之间的关系及

历史变迁。)

国际政治心理学 2 学分 1 学期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课程聚焦于当代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引导学生批判性掌握、理解和运用
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具备进行政治心理实践分析的基本能力。)

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2 学分 2 学期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课将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与演进脉络，展现中外国际关系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
统下与后实证主义批判立场之下理论发展的关键节点与重大成果，并通过比较分析与经

验研究检验等方式，强化对理论逻辑的认知以及对理论解释力的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3 学分 1 学期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中国概况类课程)



 (China Overview Study Course)

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Studies on Xi Jinping Major Discourses on Education)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教育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我国

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进行

了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供了行动指南。课程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系统

梳理、结合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与焦点，进行文本的深入解读与专题研讨，

促进和加深学生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源泉、基本原则、

核心要旨、发展诉求、战略举措的学理认知与系统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本课程是全校研究生选修课，主要是帮助学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增强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2 学分 1 学期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本课程通过八个章节引导学生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共产党100年 2 学分 1 学期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100 years)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100年这门课程，增强认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能力，明
其所趋，继往开来、坚定前行。)

社会主义500年 2 学分 1 学期

(500 Years of Socialism)
 (本课程以八个专题系统介绍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

论文写作与研究设计 2 学分 2 学期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Design)
 (本课程旨在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提升研究生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使其了解基本的
学术论文写作技巧和研究设计方法，进而解决目前研究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和写作中面临

的各种问题。)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2 学分 2 学期

(Nationalism and Modern State)
 (本门课程从国家理论入手，讲解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并探讨未来国内和国际秩序的
构成原则。)

欧盟政治制度与对外政策研究 2 学分 1 学期

(The Studies on the EU Politic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该课程主要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制度建设的理论争论，欧盟政治制度结构、
功能、运行方式及其评价以及欧盟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发展。)

政治传播与政治心理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此课程主要研究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和规律、公众的信息获取行为、公众对舆论议题
的态度及态度形成的心理根源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当代世界政治热点议题 2 学分 2 学期

(Contemporary Issues in World Politics)
 (本门课程旨在帮助研究型硕士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趋势，打破学
科壁垒，拓展学术眼界，为研究生论文选题做准备；介绍世界政治研究领域的基本分析

框架，在思维训练的基础上讲解处理多变量和复杂变量的技巧，提高学生的跨学科研究

能力。)

大国兴亡 2 学分 1 学期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Nation)
 (本课程研究苏联兴衰过程以及其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外交沟通心理学 2 学分 2 学期

(Signal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课程系统梳理国家间的信号表达与沟通问题，包括国家印象管理、信号投射、战略
沟通与欺骗的基本逻辑，结合中美关系、朝核问题、领土争端、危机管控等案例，分析

国际信号表达与沟通的基本理论和案例应用。本课程聚焦战略与安全中的微观社会心理

互动，对于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互动、大国关系、国际冲突、首脑外交、危机管理和地

区热点有重要理论和现实启发。)

国际法与中国和平发展 2 学分 2 学期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本课程以国际法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
的国际法问题。一方面，国际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社会环境，为中

国和平发展提供重要的外部法律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发展也会对良好国际

法律秩序的建立和完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发展理论与国际关系（英） 2 学分 2 学期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Strangers to Colleagues)

 (通过对社会学、经济学中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引入，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发展问题和发展
研究。)

历史制度主义专题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Studies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旨在通过学习国内外有关历史制度主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使研究生和博士生能够
了解当前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脉络、最新进展及研究重点。引导学生运用现有的制度理

论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制度或政策变迁。)

中欧关系研究 2 学分 2 学期

(EU-China Relations)
 (本课程以中欧关系发展演变为线索，重点就中国与欧盟关系基本定位、关键议题及主
要问题领域进行系统探讨。)

中国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国际体系（英） 2 学分 2 学期

(China in an Uneven International System)
 (评析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局限性，解析中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欧洲研究前沿问题 2 学分 2 学期

(Frontier issues in European studies)



 (本课聚焦于最近十年欧洲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前沿问题，涉及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视角
与方法，欧盟多重危机的解析，欧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新动向，欧洲一体化的演进

趋势等。本课的特色是探索性和参与性，为关注欧洲政治经济和有兴趣去欧洲留学的同

学们提供知识准备和研究上的初步训练。)

西方政治思想史 0 学分 1 学期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国际关系史 0 学分 1 学期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