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改说明 

相较原版 2019年培养方案，此次面向 2018 级本科生的方案修订如下内容： 

 

⚫ 各类别课程学分要求仅设置下限，不再设置上限。 

⚫ 各类别课程修改内容： 

一、 公共与基础课程 

去掉对“文科计算机专题课”的学分要求 

注意： 

1. 思政理论课（0-14学分）、大学英语课（2-8学分），对马院本科生开放

“学分置换/选课替代”条件，毕业审核时，同学们在可置换/替代课程范围内

只要达到这两类课程的学分上限即可。 

2.思政实践，以具体组织单位的规定为准，一般情况对降转学生，按照入学时

收到的教学方案选课指导为准，请同学们务必与组织单位核实。 

3.学科基础课，以课程名称为准，如选修同名（非列表内）课程，需确保学分

不低于列表。 

二、 限选课程 

1. 专业课程：“实习/实践”不再作必选要求。 

2. 专业课程：未来可能新增专业限选课主题，但学分要求不变。 

3. 学部课程：添加新课程单，要求学生在原课程单和新课程单中按照要求选课 

4. 学部课程：各学院开设课程经常有变，请同学们按照课程名称，参考课程编

号选课。对同名课程，学分不低于列表中对该课程的学分要求。 

三、 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 

1. 关于“学部选修课程”的学分要求不变，但课程单仅供选课参考，学生可选

修非学部内学院的任意课程替代。 

2. 去掉“公选课”类别。 

 

 

 



2018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2020年 7月发布） 

 

一、 学分要求 

毕业要求：至少达到 132学分；其中： 

1、公共与基础课程：不少于 17学分 

全校公共必修课程：至少 13 学分 

⚫ 学科基础课程：至少 4学分 

2、核心课程：31学分 

3、限选课程：不少于 31学分 

⚫ 专业课程：不少于 13学分 

⚫ 学部课程：不少于 18学分 

4、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至少 20学分 

⚫ 专业选修课程（与学部选修课程相加不少于 8学分） 

⚫ 学部选修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相加不少于 8学分） 

⚫ 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不少于 12学分，且按规定分类选课 

 

二、 课程设置 

1、 公共与基础课程： 

（1）全校公共必修课：至少 13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 大学英语 外院   2-8 
按大学英语教

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院 3 3 全年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马院 3 3 全年 

040317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院 3 3 全年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马院 2 2 全年 

040316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院 3 3 全年 

61130020 思想政治实践 
团委 

（马院） 
 2  

04831433 计算概论 C 信科 3 3 一上 



60730020 军事理论 学工部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1-4） 体教部 2 1*4 
按体育教研部

要求选课 

 

说明：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可选修专业基础课程、限选课程、专业选修课

程，共 5门课，冲抵“全校公共必修课”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单独开设的思

政理论课（不少于 14学分）。在从二年级招生的时期内，学生在第一年上

过的思政课不重复修习。 

➢ 大学英语必修 2-8学分，详见学校相关规定，不足 8学分的可用学科基础

课程、学部限选课程、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补足。 

 

（1） 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4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总学时 学分 

02130110 史学概论 历史系 54 3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历史系 48 3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系 68 4 

02330001 哲学导论 哲学系 3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哲学系 51 3 

02330161 宗教学导论 哲学系 32 2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哲学系 32 2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哲学系 32 2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1840 社会科学方法论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2050 经济学原理 国际关系学院 48 3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48 3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930890 经济法学 法学院 51 3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68 4 

02532340 中国经济史 经济学院 32 2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45 3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45 3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经济学院 30 2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经济学院 51 3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68 4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2590 政治学原理（下）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2570 政治学原理（上）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2、  核心课程:31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任课教师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4030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孙熙国 3 3 秋季学期 

04030002 政治经济学 孙蚌珠 3 4 秋季学期 

04030003 科学社会主义 孙代尧 2 2 春季学期 

040300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程美东 3 3 春季学期 

0403000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导读 

宇文利 2 2 春季学期 

04030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陈培永 3 3 春季学期 

0403001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刘军 3 3 春季学期 

04030008 中国近现代史重要问

题研究 

康沛竹 3 3 秋季学期 

04030009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

作导读（上） 

魏波 3 4 春季学期 

0403001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

作导读（下） 

宋朝龙 4 4 秋季学期 

 

3、  限选课程：不少于 31学分  

（1） 专业课程：不少于 13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任课教师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4030101 列宁经典著作导读 李健 4 4 秋季学期 

04030200 《资本论》导读 白雪秋 2 2 春季学期 

04030300 当代资本主义 王文章 2 2 秋季学期 

04030400 国外马克思主义 李旸 3 3 春季学期 



04030500 思想政治教育学 杨柳新 2 2 秋季学期 

0403060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理论与实践 
王久高 3 3 秋季学期 

04030700 中共党史党建 赵诺 2 2 秋季学期 

04030900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 林锋 2 2 秋季学期 

04031000 社会发展理论 孙代尧 2 2 秋季学期 

04031100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和党建 
王久高 2 2 春季学期 

04031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英语 
宇文利 2 2 秋季学期 

新开课 毕业论文 宋朝龙  3 大四 

 

⚫ 毕业论文：3学分 

学生进入本科四年级，需通过选课系统选修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毕业

论文”课，并按要求完成毕业论文。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主选择 1名

指导教师，鼓励学生结合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完成毕业论文。最终答辩及格后

学生可获得学分。 

 

（2） 学部课程：不少于 18（原课程单与新课程单结合）  

原课程单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总学时 学分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历史系 68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历史系 64 4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历史系 68 4 

02130180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历史系 34 2 

02130490 世界现代化进程 历史系 34 2 

02130890 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史 历史系 34 2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系 68 4 

02131350 中国古代史专题 历史系 32 2 

02131360 中国近代史专题 历史系 32 2 

02131370 中国现代史专题 历史系 32 2 

02131380 中国政治史专题 历史系 32 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历史系 64 4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历史系 48 3 

02131240 资本主义史 历史系 34 2 

02332770 西方近代哲学的起源 哲学系 32 2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哲学系 32 2 

02333170 后现代主义哲学 哲学系 48 2 

02333480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

读（马恩部分） 
哲学系 32 2 

02335040 中国古代思想世界 哲学系 32 2 

02335043 中国古代思想经典选读 哲学系 16 1 

02335071 中国哲学史（上） 哲学系 32 2 

02335072 中国哲学史（下） 哲学系 32 2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哲学系 32 2 

02335280 
人文经典与前沿：哲学

与历史 A 
哲学系 34 2 

02335281 
人文经典与前沿：哲学

与历史 B 
哲学系 34 2 

02311231 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 哲学系 34 2 

02312060 儒家哲学著作选读 哲学系 48 3 

02318500 
宗教与中西文明传统比

较研究 
哲学系 48 2 

0233002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哲学系 34 2 

0233002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下） 哲学系 34 2 

02330051 西方哲学（上） 哲学系 48 3 

02330052 西方哲学（上） 哲学系 32 2 

02330053 西方哲学（下） 哲学系 51 3 

02330054 西方哲学（下） 哲学系 34 2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系 32 2 

02330092 中国哲学（上） 哲学系 48 3 

02330094 中国哲学（上） 哲学系 3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下） 哲学系 34 2 

02330096 中国哲学（下） 哲学系 51 3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哲学系 32 2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哲学系 51 3 

023301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讨论课 
哲学系 17 0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下） 哲学系 51 3 

0233010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下） 

讨论课 
哲学系 17 0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哲学系 32 2 

02330360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 哲学系 32 2 

02330450 经典著作研究专题 哲学系 34 2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3092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国际关系学院 48 3 

02432120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下）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3231300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1660 政治哲学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政府管理学院 48 3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2500 政府与法治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2530170 《资本论》选读 经济学院 32 2 

02530500 世界经济专题 经济学院 68 4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经济学院 51 3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下） 经济学院 45 3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45 3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45 3 

02930020 中国法律思想史 法学院 51 3 

02930144 法律和社会科学 法学院 48 3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 社会学系 34 2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4 2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34 2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社会学系 34 2 



 

新课程单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2131380 中国政治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1350 中国古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0180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240 中国古代法制史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190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 3 3 0 历史学系 

02131360 中国近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8840 中国近代思想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250 中国近代政治与外交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570 中国近代社会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230 中国近代经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370 中国现代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8850 中国现代社会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890 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900 世界文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440 世界现代化进程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240 资本主义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480 战后东亚政治发展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570 民族主义与世界历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9370 俄国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650 苏联东欧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哲学系 

02334060 哲学与当代中国 2 2 0 哲学系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31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3460 马恩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3470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81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420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61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2 2 0 哲学系 



02330391 辩证唯物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94 人学概论 2 2 0 哲学系 

02330395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22 当代中国哲学重大问题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71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60 全球化问题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哲学系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哲学系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下）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092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西方政治思想史 4 4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60 政治哲学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750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0 0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870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20 中国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70 欧洲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80 中国社会研究（政治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0 经济学院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0 经济学院 

02534590 经济全球化 2 2 0 经济学院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经济学院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5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讨论课 0 0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60 社会公正与中国实践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7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590 社会人类学 3 3 0 社会学系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570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2 0 社会学系 

03111400 
支配与社会：马克思·韦伯的

《经济与社会》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700 政治人类学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910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专题 3 3 0 社会学系 

03136120 不平等、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 2 2 0 社会学系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 社会学系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0 社会学系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0 社会学系 

 

三、 通识与自主选修课程：20学分及以上 

（1） 专业选修课程：与学部选修课程相加不少于 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任课教师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4031890 李大钊思想研究 朱善璐 2 2  

04031880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专题 郝平 2 2  

04031760 创业基础 陈东敏 3 2  

04031700 周易精读 孙熙国 2 2 春季学期 

 

（2） 学部/其他院系选修课程：与专业选修课程相加不少于 8学分 

注意：以下列表仅供选课参考，学生可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辅修

专业学分课替代此部分学分；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课程同名的其他院系课程

不计入有效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总学时 学分 

03133190 
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

专题研究 
社会学系 34 2 

03136120 
不平等、社会制度和社

会变迁 
社会学系 34 2 

03130321 中国社会史 社会学系 34 2 

03130790 贫困与发展 社会学系 34 2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68 3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34 2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社会学系 34 2 

03131910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专题 社会学系 51 3 

03131572 
对中国边疆社会的社会

学研究 
社会学系 34 2 

02130620 德国史专题 历史系 34 2 

02130650 苏联东欧史专题 历史系 34 2 

02131290 西方历史哲学 历史系 32 2 

02131980 西方史学理论原著导读 历史系 34 2 



02132301 中国经学史（一） 历史系 32 2 

02132280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史 历史系 36 2 

02132302 中国经学史（二） 历史系 32 2 

02432250 
“一带一路”沿线政治

经济与国际关系概况 
国际关系学院 34 2 

02432170 中国改革与全球经济 国际关系学院 34 2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国际关系学院 51 3 

02432270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原

创国际战略 
国际关系学院 32 2 

03232700 现代化通论 政府管理学院 34 2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府管理学院 51 3 

02930187 中国当代法律和社会 法学院 34 2 

30340089 中国的法律与政治 法学院 32 2 

02930188 公法与思想史 法学院 34 2 

02535300 
当代中国商业与社会：

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经济学院 34 2 

02535270 
人类行动学原理（经济

学部分） 
经济学院 48 3 

02535260 经济学思维训练 经济学院 17 1 

02535060 经济发展专题 经济学院 32 2 

02535040 
亚洲经济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 
经济学院 36 2 

02535000 中国公共财政前沿 经济学院 32 2 

02534550 东亚经济 经济学院 32 2 

02534490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 经济学院 32 2 

02534090 专业英语 经济学院 30 2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经济学院 30 2 

02533280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院 34 2 

02532730 劳动经济学 经济学院 36 2 

02533420 中国环境概论 经济学院 45 3 

02313591 黑格尔的法哲学 哲学系 45 3 

02318281 宗教经典与宗教信仰 哲学系 34 2 



02330045 
西方哲学史 

（古代与中世纪） 
哲学系 32 2 

02330046 
西方哲学史 

（现代部分） 
哲学系 34 2 

02330371 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 哲学系 51 3 

02330460 全球化问题研究 哲学系 32 2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哲学系 34 2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哲学系 48 3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哲学系 32 2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哲学系 48 3 

02338001 思想与社会研究方法 哲学系 34 2 

 

说明：专业学生从“专业选修课程”和“学部选修课程”列表中至少选修 8学

分。 

（3） 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学分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和 F.社会可持续发展类，合计至少 4学分 

B．社会科学类：至少 2学分 

C．哲学与心理学类：至少 2学分 

D．历史学类：至少 2学分 

E．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类：至少 2 学分，其中至少一门是艺术类课程 

F．社会可持续发展类：与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合计至少 4学分 

说明：本院系开设的通选课不计入“通选课”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