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级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_全英文 

学术学位_硕士研究生_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关联培养模板：2021 级{一级学科}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_{二级学科}（全英文）  

学位类型：学术学位 

院系(一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院系(二级)：无 

门类：法学 

一级学科：政治学 

二级学科：政治学 

层次：硕士研究生 

学习形式：全日制  

培养类别：在校硕士 

方向：政治学理论；区域国别与大国关系 

年级：2024 

专项计划：全英文培养专项（英语授课）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我校“双一

流”大学建设的发展定位与“育人、文明、发展”使命，立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充分发

挥我系政治学相关学科的特色和优势，致力于培养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中国和探究世界发

展共性问题、了解中国社会现实及国际关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及深厚的政治学相关理

论素养的卓越人才。 

二、培养目标 

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坚持“德才并重，知行合一”的专业定位和培养思路，在价值、知

识、思维和能力等方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培养政治学高层次卓越人才。 

 

1.人才的基本定位 

致力于培养系统掌握政治学科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形成科学、辩证的学科思维，成为学思贯通，拥有深刻

洞察力与敏锐执行力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2.对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学生毕业应具备如下素质： 

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与鲜明的时代意识，具备立足中国现实、服务

于 “中国之治”远大志向和信念。 

②具有良好的学术知识积累、把握学科历史与前沿动态、掌握研究方法等。在此基础上，

能够专、博并重，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与素养，在学术研究或实务岗位上都能够体现出理

论优势，能运用本学科的知识认识与分析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问题。 

③具备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做到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通晓国情世情，能深刻把握世界发

展大势与探究现代政治的发展规律。 

④拥有认识与应对复杂社会现象所需要的创造性、批判性等思维，经历系统的学术训练并

具备较强的学术写作能力，掌握一定的社会调研技巧，具备熟练的外语阅读、口头表达、

公文写作等能力。 



 

3.人才的培养特色 

当代中国研究（CCS）和政治学理论（IGPP）全英文项目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面向国际学生开设的全英文硕士项目，旨在培养知华友华亲华的青年人才。其中当代

中国研究项目侧重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服务国际“一带一路”战略。该项

目开设一系列以“当代中国”为主题的优质课程，如当代中国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中国

改革开放史、中国对外关系史，中国与全球经济等。政治学理论项目侧重招收全球范围内

对政治学学科、国际政治、中国政治感兴趣的青年学者，注重从社会实践、学术素养等方

面培养人才，服务于上海和国家战略需要，力图培养一批兼具现代知识、意识与能力并适

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类学术研究、党的建设、政府管理、信息传播、现代组织发展等社

会需求的现代化卓越人才。在培养过程中，通过组织留学生在中国实地考察，如参观社会

主义新农村和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增进国际学生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认识，

培养他们的学术素养、实践和分析的能力，使其成为知华友华、国际化的各行业领军人才

和优秀管理人才。 

三、培养方向 

政治学理论（全英文） 

区域国别与大国关系（全英文） 

四、毕业与学位要求 

毕业与学位授予要求（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点（观测点）及其内涵阐述 

崇信   

1.1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1.2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1.3了解和熟悉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知荣明耻，坚守高尚情

操。 

1.4 遵守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严谨治学，追求知识创造。 

强基  

2.1 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专业基础，具备成长为卓越人才的潜质。 

2.2 系统掌握政治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和认同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和主

张。 

2.3 善于从历史、发展与比较的角度，明晰中国与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 

2.4 具备从事实务工作所需要的学术写作技能、调查分析、公文处理与写作、信息表达和

人际沟通等能力。 

修身  

3.1 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足并积极地完善自我，能够理性认识和对待学习生活中遇到的挫

折，能够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 

3.2 培养良好运动习惯，发展运动技能；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具备审美的能力和素养，

拥有高雅的审美志趣。 

广识  

4.1 能够熟悉掌握中文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具备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4.2 能够具备良好的学术知识积累，了解中国的大政方针、社会热点及相关研究前沿。 

4.3具备国际视野，了解国内外相关理论知识，把握前沿理论动态。 

睿思  

5.1 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能够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对各种政治社会问题进

行综合分析与研判，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政策方案。 

5.2 能够感知、观察和辨析国家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并形成有理有据的



个人见解。 

5.3 提升理解复杂政治现象的能力，能够将多元化的国际视角与中国语境相融合。 

应时  

6.1顺应现代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革新自我知识和能

力结构，增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6.2 掌握多元知识结构，了解交叉学科的发展前沿，增强跨界发展的能力。 

五、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1.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 2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年。 

 

2.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第一责任人）负责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鼓励、

支持和推动校内不同学科的交叉培养，在需要和可能的前提下，也可采取和国内外同行学

者或学术单位联合培养的方式。 

六、学分要求 

1. 国际留学硕士研究生修读总学分：33。各类别学分要求如下： 

学位公共课（必修） 6 学分（3门），学位专业课（必修） 15 学分（5门课程），学位

专业课（选修） 12 学分（4门课程）。    

2. 补修课程要求：跨学科入学的研究生，应当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本科专业的有关

课程，所得学分记为非学位课程学分，不计入培养方案总学分。 

3. 港澳台硕士生可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代之以修读《中国概况》。 

4. 国际留学硕士生可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代之以修读《中国概况》或

《中国文明导论》和汉语课程等有关课程。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的留学生

毕业时，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 

七、创新成果考核 

鼓励、奖励硕士研究生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但对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不作

统一要求。 

八、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从事科研工作成果、具有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的主要表现，

论文集中表明了作者在科学研究、从事专门技术工作中获得的新的发明、理论或见解，是

学位申请者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 

1.学位论文的选题。学位论文是学位申请者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其选

题应属于所在学科、专业范围。 

2.研究和写作时间。学位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要有充足的科研工作量，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和写作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一年。 

3.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的水平，要求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新成果，并对本学科发展

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有一定意义，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学位论文必须观点明确，立论正确，推理严密，数据可靠，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内容

充实，用词准确，文字通畅。 

5.学位论文应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严禁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严禁篡改、伪造

数据、资料。如引用他人（含本人已经发表的）论点或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必须注明



出处；引用合作者的观点或研究成果，也要加以说明。严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对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坚持“零容忍”，学位论文存在作假行为的，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处理。 

6.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完整、结构合理、科研工作量充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只能有

一个主题（不能是几项不相关工作的拼凑）。论文的章节之间必须有合理、有机的内在逻

辑联系。不得以两篇或两篇以上没有有机联系的、无法体现一个共同主题的、独立的

（小）论文来构成一篇完整学位论文；也不得以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没有有机联系的、无法

体现一个共同主题的、独立的（小）论文以改换为章节名称的形式来构成一篇完整的学位

论文。 

7.学位论文的用字规定 

（1）论文一般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规范的中文简化汉字，论文中不应出现中外文

夹杂的现象，对于需要注明外文的外国人姓名或外文专有名词可以加括号标明；暂无确定

的中文译名或无法直接翻译的专有名词、外文缩写可以用外文。 

（2）和我校签订有联合培养协议的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或授予双方学位的双学位研究

生，除协议有规定可以使用外文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和答辩之外，原则上应用中文汉语撰写

和答辩。 

（3）外国来华留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用字原则上应用中文汉字撰写和答辩。全英文项目

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可以用英文撰写和答辩。留学生用外文撰写论文，必须有中文摘要。 

（4）论文中采用的术语、译名、缩略语、符号、代号在全文中必须统一，并符合规范化

的要求。 

（5）学位论文要有一定数量的参考文献。所引用文献必须有外文文献（不含中文译

本）。学位论文应有一定数量的注释。 

8.学位论文的字数。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型）一般不少于 3万字。以外文撰写的学位论

文，按其翻译为中文的篇幅，应与上述相应的字数规定相当。 

9.学位论文应按规定的基本格式进行写作，具体要求按《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基本格式要求》执行。 

10.学位论文要有开题报告审核环节。院系应对学位论文选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核

论证。开题报告由院系统一组织，并成立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具体时间由导师和院系决

定，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院系、导师和导师小组应对研究生的论文研究和写作过

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开题报告及其审核，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行。 

11.硕士论文的预答辩由各二级学科专业组织导师组进行，预答辩考核小组成员对选题背

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等进行点评，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或完善意见，并作出是否通过的结

论。 

12.学位论文的评阅、盲审、文字重合率检测以及答辩的要求。所有硕士学位论文均需参

加论文查重和盲审，参照我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实施办法》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

结果处理办法》执行。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应严格审查学位论文送审与答辩

资格，对于不符合送审条件的学位论文及时中止。学位点责任教授在硕士学位论文的评

阅、盲审结果的处理中应发挥把关作用。学位论文均实行公开答辩， 答辩人员、时间、

地点、程序安排及答辩委员会组成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严格审核学位论文评阅人资格，对于不符合评审资格或进入负面清单的专家进行及时更

换。 

13.学位论文的内容应向社会公开，原则上不能以涉密内容为研究对象。如论文确实涉及

涉密内容，按我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涉密认定管理办法》执行。 

九、必修课程教材 

课程名称 | 选用教材（含教材、教学参考书） 

研究方法 1 Research Method I | 教材：自编讲义 

研究方法 2Research Method II | 教材：自编讲义代表性教学参考书：1.约翰·W·克雷



斯威尔,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马克思主义 Marxism | 教材：自编讲义代表性教学参考书：Richard Schimitt, 

Introduction to Marx and Engels: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Speci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 自编讲义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 教材：自编讲义代表性教学参考书：1.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ition. Kenneth Lieberthal. 

Norton. 2004. 2.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Barry Naughton. 

MIT Press. 20073.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ume 1-4, Mao 

Zedo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  

十、基本文献阅读书目 

1. Lieberthal, Kenneth. 2004.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ed edition. New York: W.W. Norton. 

2. Naughton, Barry.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3. Alan Lawrance,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9, Routledge & K. Paul, 
1975.  

4. Robert G. Sutt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RC: the legacies and 
constrain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9,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5. Shirk, Susan.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6.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4th edition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2)  

7. Lui Hebron and John F. Stack, Jr., Globalization: Debunking the Myths, 2nd 
edition (Boston: Longman, 2011)  

课程设置 

已制定最少修读总学分：33 

课程类

别 

最少

修读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面向

二级

学科 

备

注 

学位公

共课

(必修)  

6  无  

学位专

业课

(必修)  

15  

POLS0411102053  
Research Methods I(Research 

Methods I)  
3  第一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54  
Research Methods II(Research 

Methods II)  
3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POLS4111102054  

Speci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Special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3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POLS4111102002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3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POLS0411102021  Marxism(Marxism)  3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   



学位专

业课

(选修)  

12  

POLS0411102007  
Research Methods III(Research 

Methods III)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4111102039  

Chinese Energy 

Diplomacy(Chinese Energy 

Diplomacy)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4111102043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35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23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70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ese 

Politics(Women and Gender in 

Chinese Politics)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02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POLS0411102001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3  第二学年秋季学期   

培养环节 

环节 内容与要求 

1. 基

本文献

阅读能

力考核 

（1）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三学期。 

②  考核要求与细则 

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需要完成培养方案中所列基本文献的阅读，并完成各专业对应的考核要

求。 

政治学理论专业（全英文）留学生在第三学期通过以下方式综合评定：（1）口头学术报告；

（2）书面读书笔记。教研室以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组织相关的口头学术报告活动。 

（2）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基本文献阅读能力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只有通过此项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方能进入培养

后续环节。未通过者，可申请在 3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考核。 

2. 开

题报告 

2.1 准入条件 

撰写的开题报告先经导师同意，并已修读第一第二学期的课程。 

2.2 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三学期初。 

②  考核内容 

开题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

及创新点等。 

③  开题报告考核小组 

各二级学科专业组织导师组进行开题答辩，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不少于 3人，由具有硕士生

指导资格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属于不同学科交叉培养的硕士生，应聘请所涉及

的相关学科专家参加。 

④  考核方式 



考核采取答辩的方式进行。在开题论证过程中，开题报告考核小组成员对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研究内容等进行点评，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或完善意见，并作出是否通过的结论。 

2.3 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开题报告的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未通过者，可申请 3个月后进行第二次开题；两次未

通过者（含主动放弃者），按肄业处理。研究过程中，如论文课题出现重大变动的，应重新组

织开题。 

自开题报告通过至申请论文答辩原则上应不少于 1 年。 

3. 学

术活动 

3.1 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三学期。 

②  考核要求与细则 

学术活动包括各类学术讲座、论坛和竞赛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的次数不

少于 30 次（留学生不少于 15 次）。每次活动结束后 3天内，由硕士生完成网上在线登记。达

到要求后，系统生成《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登记表》，并由硕士生送交导师审核评定

后，交院系备案。 

3.2 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学术活动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只有通过此项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方能进入培养后续环

节。未通过者，可申请在 3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考核。 

4. 实

践环节

和科研

训练 

4.1 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三学期。 

②  考核要求与细则 

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包括社会实践和教学实习/科研实践。社会实践需要完成至少 10个工作日

的工作量；教学实习或科研实践，需完成至少 40 学时的工作量。考虑到国际留学生无法持学

生护照在中国进行实习，社会实践不指定工作量，且不需要实习单位盖章鉴定，主要考察学生

对中国社会的实际体会和实践心得；教学实习或科研实践，需完成至少 40 学时的工作量。 

社会实践、教学实习/科研实践的具体考核内容、考核方式由 IGPP 项目根据专业特点进行安

排，学生在完成社会实践后，提交一份社会实践报告或中国社会观察报告，最后由导师和学院

进行评定，并院系存档。学生在完成教学实习/科研实践后，在线填写、提交《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教学实习/科研实践考核表》，选择教学或科研其中一份表填写即可，最后由导师和学

院进行评定，并院系存档。 

所有硕士研究生均需参加社会实践和教学实习/科研实践。具有两年以上高校教学实践并曾担

任过讲课任务的硕士研究生，可提供高校教务部门的证明，经导师和学院分管领导批准，可以

免予参加教学实习。 

4.2 结果及分流说明 

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考核结果分为通过、不通过。只有通过此项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方能进入培

养后续环节。未通过者，可申请在 3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考核。 

5. 中

期考核 

5.1 准入条件 

硕士生需修满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学分，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申请进行中期考核。 

5.2 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四学期初。 

②  考核要求与细则 

中期考核主要包括课程修读、基本文献阅读能力、开题报告、学术活动、实践环节和科研训练

等完成情况。以上各环节考核通过者，中期考核通过，否则为不通过。 

5.3 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毕业论文预答辩或答辩程序。不通过者，根据学位进展情况，可作

延长学习年限、结业或肄业处理。 

6. 论

文预答

辩 

6.1 准入条件 

中期考核通过的硕士生方可进行论文预答辩。 

6.2 考核要求 



①  考核时间 

第四学期初。 

②  考核要求与细则 

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预答辩。预答辩小组由导师等 3-5 位专家组成，需具有

硕士生指导资格、副高级及以上职称。预答辩小组对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水平、工作量、论文

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研究成果、关键性结论等作出评价和结论。 

评价指标 | 修改意见 | 评分（完善\修改\重大修改） 

创新性  

学术水平 

工作量 

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  

关键性结论 

结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6.3 考核结果及分流说明 

论文预答辩结论分为三类：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预答辩合格者，以及基本合格但修改后

经导师同意者，可进入论文评阅、答辩等后续环节。预答辩不合格者，硕士生根据预答辩小组

意见，全面修改论文，经导师审阅同意后，重新进行预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