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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 

本科生课程简介、任课教师简介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英文名称: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Basis of Law 

课程属性:公共必修课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重要课

程之一，是我校的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人生观培育、理想信念养成、

爱国和改革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等。 

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讲授及社会实践，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法律素质，促

使大学生尽快地适应大学生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有较全面的认识和掌握，并能运用相关理论解决人生道路上凸显的一些思想道德

或法律方面的问题，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 

英文课程简介: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Basis of Law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rs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education of genera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It is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of our school.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of life, ideals and beliefs, 

patriotism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morality and law.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and 

life view,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quality,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egal qualit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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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learning and social practice, and make them accustomed to university 

life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course will not only help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basis of law, but also teach them how to use relevant theories to solve 

some ideological and moral or legal issues in life,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ir 

moral and law awareness.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向征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法学经济学双学士、法学硕士、

博士，博士后，维也纳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伦理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相关领域研究。首届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论文获得

者。多年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及中宣部理论通俗读物的研究

与编写工作。 

主持、参与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一般项目，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

项。主要论著有《诚信教育优化研究》、《论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大数据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等。 

 

姓名：王维国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导，主要从事

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领域研究。省级青年拔尖人才人选、

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团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团队主讲教师，团中

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高级培训师。 

主持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等部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9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

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在人民出

版社等出版《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究》《大学生感恩教

育新视野》等专著6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获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

等奖各一项，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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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英文名称: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课程属性:公共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是全校各专业必修

课程，本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与阵地。本课程从历史教育的角

度出发，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

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青年学生理解近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感。内容主要涉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求强求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秦国伟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

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研究。兼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市委讲师团宣讲专家，北京高教学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会理事。 

2010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工

作新思路新实践研究”、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选题“中国抗日战争

历程研究”、中央编译局规划课题“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理念与实践研究”等多项课

题。 

北京首届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2015年所授《中国近代史》课程荣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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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精彩一课”称号。 

姓名：朱孔京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

代留学教育研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论文有《中国

近代留学教育人力资本思想的演变》等。其发表的论文曾获山东省教学论文比赛一等

奖，获市级讲课比赛第一名。获得过市级骨干教师、市级教学新秀等荣誉称号。 

    姓名：王彩霞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

史、陕甘宁边区史、中共党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

要著作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北京史记研究会会员。 

姓名：曹蓓蓓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领域研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论文有《社会危机的挑战与唯物史观的生命力》、《浅析社会主义荣辱观与

中国共产党》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课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关

课题的调研。 

 

三、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一）《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简介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是专业选修课，共32学时2学分；每周1次课，计划16

周。上课对象：本科二年级思政专业学生。《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主要围绕着如何

做好一个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出发，介绍与社会调查烟具相关的概念、理论、分析方

法和写作规范等内容，是一门基础性课程。 

（二）《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任课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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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家庭社会学、青年与互联网、社会调查方法。 

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消费社会学。 

崔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范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高文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

学。 

 

四、教育学概论 

（一）《教育学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教育学概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阐述了教育的基本概念、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教育、

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课程既从理论角度阐述教育基本原理，又从应用视角切入时代

问题，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感悟教育。学生通过学习教育学基础，掌握教育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教育理论的基本体系，运用教育理论分析教育现象和

教育问题，并形成初步的研究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

下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 .explains the definition of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society, between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ourse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as soon as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know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the system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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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o analyze phenomenon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二）《教育学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杨启华 

职称：副教授 

任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现任教师专业发展系主任，获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道德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主要著作有《为师之梦——中学教师师德案例读本》、《文学经典教育的审美期

待》等著作。发表论文多篇。独立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与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曾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学竞赛一等

奖，并连续三年被评为首都师范大学优秀主讲教师，曾获得首都师大学青年五四表彰。 

 

五、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一）《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英文名称：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应当使学生了解十

九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建设，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制度建设，以及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使学生理解新

时代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对新时代改进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执政本

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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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简介：It makes  clear  that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greatest strength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made aware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Such 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style building, discipline building, system 

building, and deepening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new era，and improve the party's leadership,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party's ruling ability. 

（二）《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任课教师简介 

陈志刚，男，1972年10月生于江西信丰，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专

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

事。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社会发展理论。 

专著有《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重庆出版社，2011），《现代性批判及其对

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探微》（人民日报出版

社，2018）。译著有《哈贝马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反对资本主义》、《英

国共产主义的失落》。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 

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公正问题研究”，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创新”（项目编号：08CKS006），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研究”； 

参与、承担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全国政协委托课题多项，其中参与的中组

部课题“党员队伍规模优化问题研究”（2010年），课题成果获中组部一等奖。 

承担本科生课程：《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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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治学概论 

（一）《政治学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政治学概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体领域，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

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学科。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对当今政治学

研究的概貌有较全面的了解，为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学习提供基础，使学生了解政治学

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结构，把握政治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学习以专业的视角观

察和分析政治社会现象，同时还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有

着重要作用。 

英文课程简介: 

As a main field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olitical science 

is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forms and relations of public power and the laws 

of its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economic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structures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and grasp the basic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viewpoints, learning to observe and analyze political 

and social phenomena from a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novative 

ability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二）《政治学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http://www.baidu.com/link?url=Pd7V0XY_lwdMSFi59hHQO20bYTv4-FhsVgZjE0sMQ-RK_ITqzxZnHmCfxXKvTyu6hP20-ej-NIhIY90xzjCrw30BO3yerGFlKo_LswpQFuGaxH3C1V-2M3mQI9VN7rQkhZ6E4wf6zaXmoYg7Db85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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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北京大学法学（社会学专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

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历史学。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

及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

多项课题。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

（2004）、《中国基层社会自治》（2017）、《县政治理：权威、资源、秩序》（2014）、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基层治理诸问题研究》（2015）、《乡村治理：制度建设与社

会变迁》（2016）等6部。在《政治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江汉论坛》、《学海》、《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100余篇，50余篇论文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 

 

七、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一）《思想政教育学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Course: Th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英文名称:Th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Course properties: Major compulsory course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Credit/Hours: 3, 48 hours 

中文课程简介: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一是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及规律、目的和任务、内容和原则、方法和艺术、载体和途径、环境和评估等方面的

知识，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从事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和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二是使学生学会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观点去分析思想政治

领域里的各种矛盾、问题和现象，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方法和技巧，从而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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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健康人

格和良好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现阶段价值选择多样化的条件下通过弘扬主导性价值

观念，明确是非判断的标准，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英文课程简介: 

Th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core curriculu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rstly,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theo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rxism, and learn the knowledge of its process and rules, goals 

and tasks, content and principles, methods and arts, carriers and approaches, 

environment and assessment, 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in their future work either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r actual work. Secondly,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make students learn to use the theory and view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analyze various contradictions, 

problems and phenomena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ield, and to master 

variou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observe,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Thirdly, 

this course is aim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good 

behavior, especially at the current stage of diversification of value choices, 

to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by means of promoting 

the dominant values and clarifying the criteria of right and wrong judgment. 

（二）《思想政教育学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春华 

职称：研究员 

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

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社科院院级及所级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出版《思想政

治教育若干大重问题研究》《文化生产力与人类文明的跃迁》（入选国家哲学社科文

库）等著作。在《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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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中国社科院所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省

级教学优秀奖和市级教书育人优秀教师荣誉。 

姓名：向征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法学经济学双学士、法学硕士、

博士，博士后，维也纳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伦理学、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相关领域研究。首届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优秀博士论文获得

者。多年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及中宣部理论通俗读物的研究

与编写工作。 

主持、参与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一般项目，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

项。主要论著有《诚信教育优化研究》、《论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大数据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等。 

 

八、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英文名称: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主要继承者的著作为基本素材，通过探索方法

的原创和各种方法的源流演变关系，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结构引申出的针对性方法和

塑造性方法，确定了理论武装法，政治动员法，矛盾分析法，环境教育法，调查研究

法，实践锻炼法，讨论交流法，利益激励法，典型教育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法，

主观改造法，比较教育法等十二种方法。力求准确定义每一种方法的内涵、在方法体

系中的地位、主要功能、理论人和主要继承者的著作文献，通过分析评价推进学习运

用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 

英文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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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takes the works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nd their main 

successors as the basic material. Through exploring the original methods and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various methods, the targeted methods and shaping 

methods derived from the target struc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e determined. The theoretical armed ,  political mobilization,  

contradictory analysi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practical exercise,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fit incentives, 

typical educati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other 12 methods. I strive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each method, its position in the method system, its main functions, 

theoretical persons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in successors, and promote 

the use of these basic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王颖 

职称：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副院长，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先后在国家权威核心、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1篇。目前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3

项，参与课题2项，获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师范类工作委员会先进个人、北京

地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先进个人、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奖等奖

项。 

 

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英文名称: Marxist ethic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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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这门课程的开设，可以

增强学生的人文底蕴，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实现个体道德完善，并对社会和谐与

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本课程以给学生搭建一个宽厚扎实的伦理学知识平台为宗旨，

使学生掌握较为完整的关于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以及中西伦理思想与伦理

文化精神。教育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方法来审视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交往法

则，探索人生价值，用正确的道德评价标准和方法分析社会道德现象，明确自身的道

德责任，塑造健康的道德人格。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和

发展中诸多的道德矛盾和冲突，熟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途径，具备从

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与研究的知识储备和实际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Name: Marxist Ethnics  

Introduction: 

Marxist Ethnics is the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will enhance students ’ humanism and virtues, 

as well as generat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harmony and 

advancements. The course aims to build up a solid platform where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basic principles, basic theories and East-West culture of 

ethnics. It teaches students to apply Marxist morality and philosophy into 

social mor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y means of analyzing social 

moarlity phenomena with correct criteria and methods, they will deepen their 

own value and responsibility to build up a wholesome personality. Moreov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 facilitate them with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onflicts of soci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s such, they will internalize 

guideline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ocilaist morality to be dedic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孙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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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领域为应用伦理学、伦理学理论。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东南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浙江财经学院兼职教授，徐州师范大学伦理学与德育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等。 

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伦理研究》、《生死论》等。主要论文有《以文化自信引

领道德教育》《儒家礼制与当代中国法治》等。承担过多项中宣部交办课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等。 

姓名：王维国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博士后、硕导，主要从事

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领域研究。省级青年拔尖人才人选、

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团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团队主讲教师，团中

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高级培训师。 

主持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等部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9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

参与中央马工程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在人

民出版社等出版《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究》《大学生感

恩教育新视野》等专著6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30余篇，获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

三等奖各一项，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 

 

十、毛泽东思想概论（专业必修课） 

（一）《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毛泽东思想概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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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地位和指导作用等内容的概要叙述。 

本课程重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学习，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编目进行解

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文本进行了解，向学生讲述毛

泽东思想研究的国内外前沿动态。 

英文课程简介: 

The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is a summary of the scientific 

meaning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scientific system, basic principles and basic views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living soul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guiding role of Mao Zedong Thought. .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main cont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interprets the important catalogue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texts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y will be familiar about the frontier dynam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二）《毛泽东思想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正华 

职称：教授 

李正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国史系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

理事、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

分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理事，国家社科基金专家库成员，北京

市西城区社科联委员. 

《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独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2004年获第

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方志出版社2007年再版。）、《邓小平与

二十世纪的中国》（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976——1981年的中国》

（合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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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10余部，主编、参编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1年》（当

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著作6部，发表论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领域思想解放

的表现与特点》、《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我国宪法内容历次变动的思路、重

点、特点及原因分析》、《新时期中国乡村基层建制的变化及其特点》、《论“一国

两制”方针与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新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毛泽东

与人民政协事业》、《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陈

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四大突出贡献》等50余篇。 

姓名：朱继东 

职称：教授 

朱继东，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新媒体研究

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舆情研究办公室副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专家、意

识形态研究智库专家。同时担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秘书长、文化安全专业委员会

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常

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国

际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等学术职务，是中央网信办重大调研课题负责人、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负责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

目负责人等，并担任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专家、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等。主要从事当代意识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建设、世界社会主义和新闻传播、突发事件应对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代表作为《新

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48万字，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被评为

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12年—2014年），获得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表彰。 

从事理论研究以来，形成了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风格。近年来出版《新时期

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邓平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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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华尔街之争》、《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等多部著作，其中3部为专著；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红旗文稿》、《思想理论教

育导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党建》、《瞭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前线》、《理论探讨》、《理论探索》、《中州学刊》、

《国外社会科学》、《思想教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研究》、《人

民论坛》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160余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80多篇，多篇文章

被《学习活页文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文摘》、《新华文摘》、《红旗文摘》等转发。主

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中央网信办重大调研

课题、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是《教育艺术》、《理论探讨》、《青年一代》、

《成功》、《独生子女》等多家理论期刊、青年报刊的封面人物、封二人物。 

多次应邀主持、参加中央部署的专题调研，多次参加中央重大报告、文件、图书

的写作、政策制定等，多篇文章获得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示，多项建议被中央和国家

有关部门采用，并多次获得中央、省部级奖励、表彰。应邀为多个省、市、部委、高

校、国企的党委中心组学习作辅导报告，在多个部委、地方、高校、军队、企业等举

办专题讲座，并担任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特聘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特邀研

究员等，是中央多个部委、多个省区市、多家企业、多家媒体等聘请的理论宣讲专家、

理论研究顾问。 

姓名：孙帅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海外中国共产

党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等多项课题，曾在《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中国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

《理论探索》、《理论月刊》等发表多篇文章。文章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

想》、《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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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必修课） 

（一）《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 

英文名称: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课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之一。本课程从历史

教育的角度出发，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

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青年学生理解近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感。本课程与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既有联系

又有所区别。联系在于都承担着思政课的重要任务，基本教材都是马工程教材，区别

在于本课程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学院又红又专的特点，理论更厚重，政治性更强。 

 

（二）《中国近现代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星星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第一副秘书长。 

1979年7月毕业于装甲兵学院政工干部培训班；1987年7月毕业于国防大学中共党

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6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博士

学位；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第39期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历任

副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装甲兵学院第二政治教研室教员，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

教研室教员，陆军某步兵师副政治委员，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副主任（正师

职）、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2005年5月任当代中

国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主任。1979年荣立三等功一次，

2001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2004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2005年批准

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类岗位津贴。曾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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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兼军队政治工作分会秘书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常务理事、第一副秘书长。 

  主编或参编的学术著作有《中国共产党70年史话》（参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出版）、《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共

产党重要会议纪事》（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复兴枢纽》（参

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毛泽东思想概论》（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

出版，2003年修订再版）、《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合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参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年出版）、《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副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

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副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32部，本人执笔250

余万字；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

研究》1988年第六期）、《中共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三期）、《党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国防大学学报》2001

年第四期）、《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2001年第四期）、《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新境界》（《中共党史研

究》2003年第一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的新进展》（《邓小平理论学习与研

究》2004年第九期）等50余篇，共40余万字。 

姓名：宋月红 

职称：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 

1984－198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史学学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大

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先后获法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8－1993年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工作；1999

－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所党委委员、《政治学研究》编

辑部副主任；2003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现任理论研究室

主任，兼所机关党委副书记。  

主要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编委，《世

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编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

藏智库理事，当代中国研究所“新中国历史经验研究中心”主任。  

  现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理论、当代中国西藏、台湾问题等研究。主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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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史料整理与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

创新工程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代表性著作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一作者，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当代中

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城市立法与公民参与》（第一作者，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版））。政府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要撰稿者。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

届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二等奖，国家

民政部“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论文二等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论文三等奖，中国藏学“珠峰奖”论文三等奖等。  

 

十二、法学概论 

（一）《法学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法学概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Law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 

学时/学分：48学时，3学分 

中文课程简介： 

《法学概论》是非法律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是

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适应高等学校教育的需要而开设的一门课程，该课程旨在让学

生学习了解我国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容的同时，训练学生法律思维，培育其法律

意识，进而实现法治社会。 

英文课程简介： 

   The "Introduction to Law" is an elective course for non-law major 

students. It is a social science subject studied by law and is a course designed 

to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meet the need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basic 

contents of our laws, while training students in legal thinking, cultivate 

their legal awareness, and thus achieve a society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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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学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初霞 

    职称：副教授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党总支协助负责人；兼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硕士生导师、金融硕士教育中心导师、税务硕士教育中心导师、宁

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经济法 

主要论文有：《我国显失公平的立法瑕疵及重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

报；《中韩两国民法典立法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报；《侵权损害赔偿的客观与主观

计算》，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隐私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学报。 

专著有：《显失公平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译著有：《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法律出

版社；《美国反托拉斯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 

    姓名：谢鸿飞 

    职称：研究员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物权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

会涉台法律事务研究会副会长等。曾获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二届

“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比较法、法社会学 

主要论文有：《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追寻

历史的“活法”》（《中国社会科学》）、《法律行为的适法规范》（《中国社会科

学》）、《民法中的“人”》（《北大法律评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理

论的再构成》（《环球法律评论》）《萨维尼的历史与政治》（《清华法学》）等。 

专著有：《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法律与历史：体系

化法史学与法律历史社会学》、《承揽合同》（法律出版社）等。 

译著有：《美国法的变迁：1780－1860年》（中国政法大学）、《损害与损害赔

偿》、《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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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周兴君  

    职称：讲师 

    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纪委工作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法学理论专业）。 

主要研究领域：民商法、法理学、廉政学 

主要论文有：《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作用甚大》（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理论与实践）、《论依法治国的逻辑》（首都法学论坛）、《我

国商会立法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国

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启示 》（山东社会科学）、《开设法学实验课程的探究》（法制

与经济）、《产品自身损失赔偿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中国能源转型对个人

生活方式的挑战》（地球）、《欧美能源法律研究》（经营管理者）等 

 

十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这一课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

统讲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核心教育内容。它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所需人才具有重

要作用的一门课程。本课程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观察物质世界、人类历史和社

会生活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学习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学习了解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性，以及对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的理想

状态的追求及其历史进步意义和现实超越意义，形成科学合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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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程恩富 

职称：教授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

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优势学科带头人。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

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

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等十多所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在中外马克

思主义学界和经济学界享有盛誉。 

学术专长为中外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独著《程恩富选集》、《社会主义

三阶段论》、《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等,主编《中外马克

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30多部著作、文章约600篇。 

姓名：毕芙蓉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符号与政治——后马克思思潮研究》；译著：《历史哲学：思辨、

分析及其当代走向》；主要论文：《多重面向中的马克思——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及其‹导言›的解读》等。 

姓名：张建云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室主任。2001年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当代中国

重大现实问题。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中国社科院及所级课题。发表著作、论文、研

究报告等100多篇（部），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摘编；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

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要著作：《身内自然人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内在自然人化思想及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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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独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就地城市化研究—

—关于当前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的调研》，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10月；《主体意识论》，独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主要论文：马克思主义

“价值观”范畴的深层解读，独著，《学术论坛》2017年第1期；论自由与自由的实

现，独著，《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

独著，《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劳动”与“实

践”范畴辨析，独著，《求实》2016年第2期。 

 

十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英文名称: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

的学科，是历史科学和理论科学的有机统一。不同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发

展历史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学科。170

年来，由于时代变迁、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基本具体观点和结论可能

不再适合新的情况，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也不会过时。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的历史。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程中的标志性经典著

作，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线索，

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初步掌握科学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应当将其视为高尚事业去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

习，让学生深深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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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是与各国各地区实际相结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

是科学性、阶级性、理论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充分认识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英文课程简介: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is the 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ism and its development law. This 

discipline combines historical science with theoretical science. Different 

from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 certain part of Marxis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i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as a whole. 170 year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some 

specific view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may no longer 

fit the new situation, but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are not and will not 

be out of date. A history of Marxism is a history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By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and reading the landmark books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xism, grasp the historical c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understand the basic law of this disciplin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Marxism and how to persist and develop Marxism” , 

strengthen students’ belief in Marxism and enable students to study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applying Marxist standpoi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let students realize that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Marxism theory 

is worth fighting for a lifetime.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can deeply feel 

that Marxist theory is a development and open theory, which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also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and also 

realize that Marxism is a theory with distinctiv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bines with practic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Marxism is 

a highly unified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combines scientific nature, class 

nature, theoretical nature  and practical nature. Through learning, students 

javascript:;


—26— 

can fully realize tha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Marxism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 21st 

century, and encourage student to strengthen “Four consciousness” and  

“Four confidence”.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任课教师简介 

姜辉，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研究员, 博士

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文化名家暨 “四

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主要专家。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世界社会

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代表性学术成果有著作《欧洲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变革》、

《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西方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思潮》、《21世纪世界社会主

义的新特点》、《阶级结构与 “第三条道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等, 译

著主要有《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关于阶级的冲突》《新市场社会主义》《英国和

美国的社会阶级》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等重

要学术期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中央主要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龚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世界社会主

义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工程主要专家。 

长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独立出版8本著作，在《光明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报

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合著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

成果三等奖，合著的《中国道路》获2013年国家“三个一百奖”。 

童晋，女，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当代理论思潮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青年项目，参加数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参加中组部组织编写的全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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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培训教材编写；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招标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对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参加中宣部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等。 

主要学术成果：专著《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问题研究》；合著《当代西方工人

阶级研究》《欧洲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的作用》；共同主编《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危机》（副主编）；译著《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发表专业研究论文《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新变化及未来展望》《当代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论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阶级意识》《21世纪的资本主

义向何处去——西方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审视》《国外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

本主义危机的五种评判》《西方国家共产党关于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观点与倡议》

等。 

 

十五、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 

英文名称: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哲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变革及其思想贡献，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当代意义，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的理论争

论和思想斗争等。本课程内容丰富、视野宏大，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综合性、思辨性、

现实性；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涵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交织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哲学经典著作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各门课程的内容。因此，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还要努力培养学生运用科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5%94%AF%E7%89%A9%E4%B8%BB%E4%B9%89


—28— 

的世界观、方法论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概言之，本课程的教学要求，

不仅要让学生获得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还要体现立德树人、授学

生以渔的追求。 

英文课程简介: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major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undergraduates 

of Marxism in the University of CASS, and it is also a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Marxist theory courses of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course is to give research on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e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around Marxist philosophy. The course includes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 covering many subjects 

related to Marxist philosophy, such as economics, politics, Law, history, 

sociology and so on, involving the history, classics and the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is an amazing course. It will broaden and deepen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it will also help the students to kn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By learning that, the students will not only learn the 

basic poin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use Marxist worldview, outlook and value to solve 

the real problems. In summary, the course makes the students get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it realizes its teaching goal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侯惠勤 

职称：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马

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

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国家出版基金评委、中宣部“四

个一批人才”评委、国家教材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点学科带头人；曾长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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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哲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系主任。

目前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特聘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作为首席专家先后主持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

读》，全国博士生公共课教材《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家特别委托课题《意识

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危机中的当代资

本主义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

思潮》及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等。2005年调入中国社会

科学院工作后，三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三等奖，此前在南京

大学工作曾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

二等奖两次。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在《人民出版

社》、《学习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十多部。 

姓名：谢菏生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1995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长期从事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与组织工作，曾获优秀教学奖。2017年起

开始为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程。 

主要论文有《人：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恩格斯》、

《马克思与东方社会发展之“可能”》等。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成果奖。 

姓名：张建云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室主任，硕

士生导师。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中国社会

科学院。2014年评为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主持完成多项省部

级、中国社科院级课题。 

主要代表著作有：《主体意识论》，《身内自然人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内

在自然人化思想及当代价值》等。主要代表论文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体系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价值”范畴的深层解读》、《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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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的深层解读》等。发表著作、论文等100多篇（部），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

摘编；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07年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和谐文化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中国社科院重点

课题“身内自然人化：马克思主义主体性思想的深化及其当代意义”，2010年中国社

科院重点国情调研课题“转变传统城市化理念，以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就地城市化—

—关于当前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的调研”，等等。《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就地城市

化研究——关于当前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的调研》荣获中国社科院马研院2015年

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主体意识论》荣获中国社科院马研院2006年优秀科研成果三

等奖。 

 

十六、健康行为与健康教育 

（一）《健康行为与健康教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健康行为与健康教育            

英文名称: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课程属性:全校通识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主要讲授健康行为相关的概念、理论模型、干预方案和评估方法。采用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课堂理论模型讲授为主，指导学生开展课后健康促进

活动。通过该课程的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观念和意识，掌握健康相关知

识，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增加幸福感；该课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日后从事健康领域的研究、教育、培训、咨询工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focuses on concepts, theoretical models, intervention 

programmer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related to health behavior. The teaching 

method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s mainly taught by theory model in class, 

instruct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aft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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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helpful to guide students to set up healthy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to master health related knowledge, to choose healthy life sty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ves, to enhance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to increase happiness. 

With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the course combines with study, educate and 

training for students in health field in the future. 

 

（二）《健康行为与健康教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周华珍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

健康行为、健康教育、全球健康等相关领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巴伊兰大

学博士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访问学者，国际儿童虐待与忽视协会会员，世界卫

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研究项目的国际协调员，全国控烟协会理事、青年学专业

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青春期理论》和《健康行为与健康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主

要论文有“《健康问题的社会决定因素对校园欺负行为的影响》等30多篇学术论文，

其发表的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青少年导刊》、《教育

文摘》等杂志转载和获奖。 

 

十七、中共党史 

（一）《中共党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共产党历史          

英文名称: History of the CCP 

课程属性:选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中共党史主要讲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艰难

曲折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集体奋斗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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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

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历史。 

通过该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了解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及其经

验。 

英文课程简介: 

The history of the CPC mainly study on the hard and tortuous history of 

the CPC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ve struggle, the CPC combines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Marx Lenin doctrine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PC overcomes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difficulties.  

Through learning this course, 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二）《中共党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戴立兴 

职称：研究员 

戴立兴，男，汉族，安徽宿州人，1969年7月出生。现为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党建

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1998年9月—2004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党建专业学习，先后获硕士、

博士学位。2006年4月—2008年4月，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政治哲学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人

民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一项，参与国家、中国社科院课题8项；出版专著《政党与

群众——基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考量》、《和谐社会研究》等5部；在《马克思主义研

究》、《科学社会主义》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 

姓名：陈亚联 

职称：副研究员 

陈亚联，男，1971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西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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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2010年7月——2013年7月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第六批援藏干部到西藏自治区社

会科学院工作，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援藏干部”称号。曾多次参与中央交办和中国社

科院重大课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

数项。专著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等；合著主要有《“三个代表”青年读本》、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党建卷）》、《超越

资本》（译著）、《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规

律性研究》等。此外，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目前

正在作为副主编组织撰写《改革开放四十年思想史》书稿。兼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

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研足迹遍布近三十个省市区。如，党的十七大前，曾

参与中国社科院浙江省、广东省主要领导牵头的省院重大调研合作课题，相关成果得

到当时中央领导的肯定。 

姓名：沈阳 

职称：副研究员 

沈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1976年6月生，山东济

宁人。2005年9月—2008年7月，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系，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外共产

党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个人专著《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比

较》（2014年）、《光辉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15年）、《中国

社会建设与治理》（2018年）等3部，参与编著3部；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主持或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5项；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社

会主义》、《经济研究参考》、《当代世界》、《前线》、《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

刊发表文章2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专著《光辉历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曾获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奖。 

 

 



—34— 

人文学院 

一、大学语文 

（一）《大学语文》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大学语文           

英文名称:College Chinese 

课程属性:公共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大学语文是普通高校面向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大学语文的目标是

培养大学生在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与表达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期待让大学生养成文学阅读的习惯，能够从优美的文学作品中

得到陶冶，同时初步学会用得体优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大学语文对于大学生全

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文课程简介: 

College Chinese is a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who are not 

majoring in Chinese. This course's target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reading and appreciation and express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ultural quality. By the college Chinese 

learning, looking forward to make students form the habit of literature reading, 

get edification from beautiful literary works, at the same time, preliminary 

learn to use appropriate elegant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College 

Chines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 

（二）《大学语文》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井玉贵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专职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 

    主要著作有《陆人龙、陆云龙小说创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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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主编、副主编论文集2部：《周兆新元明清小说戏曲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儒林外史与中华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主要论文有《胥吏文化对〈水浒传〉的多层次渗透》、《读〈儒林外史〉札记三

则》、《金陵惊鸿——奇女子沈琼枝形象的诞生及其文学意义》、《王玉辉的追求与

悲剧——程襄龙〈唐烈妇传〉的发现及意义》、《“黛玉家产之谜”与“李纨判词之

谜”平议——红楼研究“求深反惑”现象之省思》等。发表学术论文共计20余篇，其

中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姓名：孟登迎 

    职称：副教授 

    孟登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

主义文化理论、美学原理和青年文化思潮的教学和研究。 

   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青年文化比较》《通过仪式抵抗：战后

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等，主要论文有《“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可能性探析》和《文化

研究的政治自觉和身份反省》等，另发表译文十多篇，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十五年来以志愿者身份持续参与乡村建设和青年培训工作，关注大学人文教育、

青年成长和青年新文化创造。 

    姓名：李俊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

究。 

    主要著作有《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古诗文的艺术传统》，主要论文

有《杜甫两依严武事迹发微——以入幕和为郎为中心》《杜甫与唐玄宗事情的道教文

化》等。 

姓名：杨琳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等相关领

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清初小说与士人文化心态》等。主要论文有《烟水散人生平著作考

述》、《丁耀亢非遗民论》、《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及其认识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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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过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其发表的论

文也曾获得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还获得过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 

    姓名：李宏伟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韩古代文学关

系史。 

主要著作有《<玉楼梦>小说艺术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权韠古典小说创作对唐

传奇的借鉴与超越》、《<谢氏南征记>的叙事艺术》、《寒山子：作为异国形象的生

成——以<达摩流浪汉>为中心》等。 

姓名：赵玉敏 

职称：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与文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中华文化年表》等。主要论文有《孔子对“乐”

之美学功能的发现与重置》等。 

承担过多项省部级项目和课题，先后两次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姓名：徐钺 

职称：讲师 

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现代主义诗学理论、鲁迅研究等。 

主要论文有《文学革命时期的“国语”与“白话”——以胡适与黎锦熙为中心》

（《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等。另出版有文学著作《序曲》、《一月的使徒》、

《牧夜手记》等。 

姓名：冯丽娟 

职称：讲师 

201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语

言学与应用语言写，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对外汉语教学。 

代表论文《汉语动结式事件结构加工的实验研究——以“哭湿”、“忙忘”类为

例》，荣获“第一届《语言教学与研究》青年英才奖”一等奖，并发表在《语言教学

与研究》2017年第1期。 

姓名：吴泽泉 



—37—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文学理论与

美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暧昧的

现代性追求：晚清翻新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主要论文有《错位与困境：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考古学报告》（《文学

评论》2009年第3期）、《晚清翻新小说考证》、《20世纪初“纯文学”观念的流变

及其反思》、《梁启超“趣味”论探源》等。 

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等课题。曾获“师德榜样”“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二、外国文化概论 

（一）《外国文化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外国文化概论            

英文名称: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外国文化概论”是人文学院哲学、文学、历史学各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

本门课程将以开阔的理论视野、宏大的叙事方法来介绍外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演变

历程，为学生讲述和揭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精神文化的历史

谱系，帮助学生准确地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和

精神内涵。 

 

（二）《外国文化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政文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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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教育部社科委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教育部

学科学位评估专家，教育部教材评审专家。 

研究方向：德国古典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在《中国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多篇学

术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承担并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曾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三、周易导读 

（一）《周易导读》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周易导读           

英文名称: An Introduction to Zhouyi 

课程属性: 任意选修课 

学分/学时: 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其在古代被称作“群经之首”、“大

道之源”，在整个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处于重要地位。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不仅有助于

学生了解《周易》的基本构成、哲学思想等内容，而且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本精神，同时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道德修养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英文课程简介： 

Zhouy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lass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was called in ancient times “The head of the group” “The source of the 

Dao”.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will not only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composition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of Zhouyi, but als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promote 

the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and mor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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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易导读》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任蜜林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先秦两汉哲学等相关

领域研究。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等。 

主要著作有《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汉代“秘经”：纬书思想分论》等。

主要论文有《<大学><中庸>不同论》、《<易纬>各篇形成考》等。 

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课题，其论文曾获第20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傅伟

勋基金会资深组优秀论文。 

姓名：谭德贵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道教、易学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多维文化视野下的周易》、《学易经，用易经》、《项安世易学思

想研究》、《周易玩辞》等。主要论文有《易经与圣经——中西文化对比》、《文昌

帝君研究》等几十篇。 

多次在我院研究生院讲授易经学。 

 

四、应用写作 

（一）《应用写作》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应用写作            

英文名称:Practical Writing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应用写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应用课程。它既是基础写作的继续和

延伸，又是其他专业写作的基础和起始课程。 

本课程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应用写作基础，为学习应用写作提供必要的理

论基础和技能准备；二是应用文写作，包括法定公文文体、非法定公文文体、新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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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财经文体、学术文体、日常应用文体的写作。 

本课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和提高，理论教学和写作训

练的比例为6：4，在应用实践中学习写作。 

英文课程简介:  

Practical Writing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course. It is the 

expanding of Basic Writing, and also the beginning of professional writing. 

This course includes two parts: 1), basic knowledge, theory and skills; 

2),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practice, such as administrative texts writing, 

financial texts writing, business texts writing, news writing, academic 

writing, and other daily practical writing. 

This course emphas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ays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The 

ratio of theory teaching and writing training is 6:4. 

  

（二）《应用写作》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跣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负责人，文学博士。主要著作：《赛义的后殖民理

论研究》《网络文化与社会转型》《新公文写作》《应用写作》等。在《文艺研究》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 

学术兼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媒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

理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国文联文艺舆情信息研究基地首

席专家、北京市文艺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学校传统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等。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鲁迅文学院培训部副主任、文化创意企业高级经理、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 

 

五、流行文化导论 

（一）《流行文化导论》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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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流行文化导论            

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大多数本科同学都对当前各种流行文化抱有兴趣，从流行音乐、动漫、电影，到

各种真人秀节目、网播剧、网络小说….不仅如此，很多同学还会参与到网络社群的

讨论中，甚至是某位韩日明星或某类网络小说的深度“粉丝”。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流

行文化？流行文化是消极的吗？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某类文化

现象得以“流行”？其背后有哪些因素的触动？又有哪些理论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

解读各种流行文化现象？所这些问题都是本课程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希望同学们可以“高调介入，冷静分析”。本课程分为理论、方法与流行文

化主题三个部分，学习流行文化的诸种分析路径及分析方法，思考流行文化背后的政

治与权力关系，从而更加理性地对待流行文化现象。 

课程目标 

1. 理解流行文化研究的诸种路径（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 

2. 能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民族志方法或案例分析法分析流行文化现象； 

3. 能看到流行文化背后的权力与政治； 

4. 掌握“迷文化”各种理论，并能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各种迷文化现象。 

英文课程简介: 

Most of young students are fans of some kinds of popular culture, from 

pop music, ACG or film, Internet novels. Yet, what do the popular cultures 

mean to us? Why they need idols? Why some kind of culure become popular (such 

as Korean Wave, or TFboys)? Why the so called “Little Pink” participated 

the “Diba Crusade”?  

In this course, we’ll introduce some related cultural theory and 

approache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popular culture, which will help students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二）《流行文化导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陈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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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教授 

陈定家，湖北红安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数字信息

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学网站”负责人，《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新媒介文化研究学会会长，

全国网络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发展战略学会文化战略专业委员会理事兼特聘研

究员。 

姓名：赵菁 

职称：讲师 

赵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获哲学博士。致力于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政治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有较为扎实

的新闻传播与网络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基础。 

 

六、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现代文学史 

英文名称: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的时段、对象为1917—1949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变迁历程，不仅要勾勒

出整体文学思潮与四大文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在这三十二年间的嬗变历程，

而且要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例，描述现代文学

的具体成就与表现特点，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不

仅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于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段的转折期中国文学发展历

程的历史认知，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于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作品的分析能力，对训练汉

语言专业学生的文学史眼光与文本分析能力有重要作用。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黎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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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

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年10月初版，台湾人间出版社2003

年12月再版）；《文学台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2010年4月修订版）；

《文艺美学原理》（杜书瀛主编，参与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9

年再版）；《二十世纪的文学经验》（二卷本，杨匡汉主编，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

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严家炎主编，北京，高教出版社2010年8

月版）等。 

主要论文有《“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从吕赫若小说透视日据

时期的台湾文学》；《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虚构叙事》；《没有浪漫时代的台

湾文学史》；《现代消费社会的另类叙事》；《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另类的台湾“左翼“》；《从边缘返回中心》；《当代小说的语言探索》；《语言

革命与现代性》；《陈映真与三代台湾作家（上）（下）》等。 

姓名：王达敏 

职称：研究员 

河南南阳人。197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洪子诚先生、乐黛云先生

和孙静先生指导下从事学习与研究，并分获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毕业后

留校。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现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主术兼职主要有中国

近代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秘书长。 

姓名：丁文 

职称：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著有：《“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主要论文有：《笺注与重构：周作人“解说”百草园》；《从“秋草园”到“百

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早年周作人“苦趣”心态探析》；《沈从文与<

楚辞>》；《文体与思想：周作人早年日记中的饮馔》；《“乡间风景”的发现：周

作人早年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周作人饮馔题材散文的文体特征》；《海

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照与反思》；《<骆驼草>：京派文学批评的时空维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8%AF%84%E8%AE%BA/2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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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科举经历考述》；《周作人与19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周

作人的鲁迅叙述》等。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周作人日记研究（1898—1917）”。 

 

七、古代汉语（一） 

（一）《古代汉语（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古代汉语 

课程编码：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 

学时：80              学分：5 

内容简介 

《古代汉语》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它既属基础理论课，又

属工具课。一方面，它要较系统地讲授关于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知识，阐述有关古代

汉语的语言规律，通过这一具体语言的学习，提高学生语言科学的理论素养。另一方

面，它要在这些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文言作品，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

的能力。针对以上第一个目的，古代汉语的通论首先要考虑理论体系，讲授文字、词

汇、语法、音韵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同时也是达到第二个目的所必须的。古代

汉语课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读懂带有古注的文言文。所以还要讲授一定量的作品

以及选词。与此相关，还要讲授工具书的使用方法以及有关的古代文化常识。 

主要参考书目： 

《古代汉语》（上下）,郭锡良等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修订版 

《古代汉语》（上下编），王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古汉语入门》，邹晓丽著，语文出版社，1983年第1版 

《说文解字》，许慎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上海古籍出版社 

《说文解字通论》，陆宗达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版 

《文字学概要》，裘锡圭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 

《汉字学新论》，李运富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古汉语词汇纲要》，蒋绍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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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汉语史》（修订本），向熹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5月版 

《汉语史论稿》，杨永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汉语文言语法》，李新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训诂学原理》，王宁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当代中国训诂学》，宋永培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音韵学教程》，唐作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何九盈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二）《古代汉语（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杨永龙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二室教授、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史、汉语方言语法、语言接触。著有《〈朱子语类〉完

成体研究》、《汉语史论稿》、《实词虚化与结构式的语法化》等。在《中国语文》、

《方言》、《民族语文》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

卷本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史语法视角下的甘沟话语法

研究”等。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二等奖。 

    姓名：赵长才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历史语言学一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语法词汇，中古汉译佛经语言研究、语言接触等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语文》、《历史语言学研究》、《汉语史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承担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 

    姓名：李艳红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字学、训诂学等相关领域研究。著作有：《〈汉书〉单音节形容词同



—46— 

义关系研究》、《古代汉语高级教程》（参编）等。主要论文有：《左传》盟誓语言

研究；《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与《左传》盟誓语言比较研究；敦煌字书《白家碎

金》与《碎金》比较研究；《汉书》中“颂系”不当看作“鬆系”等。 

 

八、批判性思维 

（一）《批判性思维》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批判性思维 

英文名称：Critical Thinking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学分/学时：2学分，36学时 

中英文课程简介： 

I. 课程概要 

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为学生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准备性的思维训练，使他们

能够理性地思考、批判性地思考。因而，培养学生掌握理性的一般原则和批判性思维

的艺术，并教他们如何将之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中，就十分重要。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

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决断而进行的言之有据的反省思维。教人做明智的决定，就是赋予

他们开创未来的本领，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负担。这门课就是为实现这

些目标而开设的，通过使用接近现实和日常生活、来自不同学科和职业领域的事例和

案例，阐释、掌握和运用理性的一般原则和批判性思维的艺术。 

II. 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好的批判性思考者。好的批判性思考者不仅具有批判性思维

的技能，还会在合适的时候运用它们，也就是具有理性态度或好的思维习性。 

批判性思维技能： 

⊙澄清意义 

⊙分析论证 

⊙评估证据 

⊙判断推理的合理性 

⊙得出有保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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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者的思维习性： 

⊙开放性的心灵 

⊙心态公正 

⊙寻求证据 

⊙力求全面了解实情 

⊙关注他人的观点和理由 

⊙信念与证据相匹配 

⊙愿意考虑其他选择和修正自己的信念 

I. Abstract  

A fundamental mis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to prepare students to think 

rationally and creatively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professions.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introduce students the generic principles of rationality and the 

ar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o teach them how to apply them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professions. Critical thinking is reasonable reflective thinking 

focused on deciding what to believe or do. Teach people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nd you equip them to improve their own futures and become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society, rather than burdens on society. This course was designed with the 

aim to achieve such objectives. Current affairs and daily life examples, and 

cases in different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s of rationality, the ar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I. Course Aims  

This course aims to teach good critical thinkers. A critical thinker not only 

possesse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ut also exercises them when it is 

appropriate to do so. Such tendencies are called dispositions, and they are 

reflected in a person’s mental attitude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Clarify meaning 

⊙Analyze arguments 

⊙Evaluate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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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 whether a conclusion follows 

⊙Draw warranted conclusions 

Attitudin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ritical thinker: 

⊙Open-minded 

⊙Fair-minded 

⊙Searching for evidence 

⊙Trying to be well-informed 

⊙Attentive to others’ views and their reasons 

⊙Proportioning belief to the evidence 

⊙Willing to consider alternatives and revise beliefs 

（二）《批判性思维》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谷振诣 

职称：教授 

男，1962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学士（1984），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硕

士（1987）。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2），第七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2011），国家精品视频课《批判性思维》主讲教师（2013）。代表著作：《批

判性思维教程（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如何进行批判：孟子的愤怒与苏格拉底的忧伤》，上海教育出

版社，2017。 

开设的课程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写作》、《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

《鬼谷子研究》、《老子哲学》等。2004-2009年，应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为北

京大学“元培计划”的本科生开设《逻辑与批判性思维》课程。自2016年秋至今，应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邀请，为该院二年级本科生讲授《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课程。 

 

九、五经与中国文化 

（一）《五经与中国文化》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五经与中国文化            

英文名称: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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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属性:公共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兼具专业性和通识性特征。本课程重点讲授儒家的《周易》、《尚书》、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诗经》、《春秋》五部经典。“五经”

经典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确立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精神。《周易》中的

阴阳变通观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思想；《尚书》中的天下观念与忧

患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和世界精神与政治智慧；《三礼》中的礼仪规则，奠定了

中国文化的人际准则和文雅风范；《诗经》中的风雅歌唱，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现实精

神与情感表达；《春秋》（《左传》）中的历史记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与

道德坚持。中华民族历尽劫难而不亡，正是因为这个经典体系所承载的文化在漫长的

历史中不断被解读传承。本门课将以这五部经典为依托，重点介绍儒家的“五经”与

中国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It focuses on fiv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History, Ritual, Book of Rites, 

Rites of Zhou, the Book of Song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culture system 

of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uniqu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The concept of yin-yang 

flexibilit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ve laid the thinking mode and philosophy 

of Chinese culture.The concep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in the Book of History have laid the weltgeist and political wisdom 

a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Rules of etiquette in the “Three 

Ceremonies” has established the rule of interpersonal and gentility of 

Chinese culture. Artistic Style of singing in the Book of Songs, laied down 

the realistic mental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e History 

memory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aied the value judgment and moral of 

Chinese culture.The Chinese nation has gone through catastrophe without dying, 

precisely because the culture carried by this culture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terpreted and passed down in the long history.This cours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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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ased on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ulture. 

（二）《五经与中国文化》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红岩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编。

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学史。2000年至2002年，在德国美因茨欧洲历史

研究所、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做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钱锺书与近代学人》、《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等。主要论文有《杨

鸿烈的史学思想》《史学的诗性与客观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概说》等。 

承担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课题，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次获得重要的科研

奖项。还获得了多个国外知名院校的荣誉称号。 

姓名：赵玉敏 

职称：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与文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孔子文学思想研究》《中华文化年表》等。主要论文有《孔子对“乐”

之美学功能的发现与重置》等。 

承担过教育部省社科等多项课题，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次获得重要的科研奖项。 

 

十、《论语》导读 

（一）《《论语》导读》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论语》导读            

英文名称: 

课程属性:通识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论语》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经典，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文学都产生过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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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该课程从介绍孔子生平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背景入手，本着知人论世的方

法，通过阅读与体会《论语》中的重要语录，增强对传统儒家的认识，了解该书的思

想体系及其历史性的阐释过程，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中国古代政治学术以及人文精神内

涵。这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古今社会发展中传统资源的合理认同，而且对建设个人

内在的文化性情也有一定的意义。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regarded as a very crucial cultural classic and 

exert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and 

commentary on human affairs, this course starts from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lifetime of Confucius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focuses on reading and exploring important 

utterances record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overall system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expounding this giant masterpiece, 

and to think profoundly about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 of its humanistic spirit. The course will be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reasonable recogn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lays a part in constructing their personal cultural temperament. 

（二）《《论语》导读》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俊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研究，主要著作有《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古诗文的艺术传统》，主要论

文有《杜甫两依严武事迹发微》《杜甫与唐玄宗事情的道教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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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艺术概论 

（一）《艺术概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艺术概论 

课程性质：公共选修 

学时：32                       学分：2 

内容简介 

本课程是根据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基本内涵，兼顾大学生素质教

育的根本要求，以广义的艺术观点为基础，使学生能够理解艺术经验的独特性，认识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基本特征：材料、内容、形式、创作，

学会艺术批评的基本步骤及艺术批评的三种方式，并能通过形式训练（光、角度、身

体的语言），将美感经验贯彻到日常生活的细节观察与形式提炼中，从而有效培养学

生想象、创造、审美的能力，开展其对自我生命的深度感知，以及对人文世界的多方

面关怀与反省，建立起合宜的人生态度。 

 

Course Name: Introduction to Art 

Course Code: 070112r    Course Nature: Public Optional Course 

Hour: 32       Credit: 2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student quality education, this course adopts the 

generalized points of view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eculiarity of art 

experience, lear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art, master 

the basic steps and methods of art criticism, develop the capacity of 

imagination, creation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what’s more to help them 

feel the depth of life and form the appropriate attitude towards life.  

（二）《艺术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徐碧辉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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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学科

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美学》主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美学、中国传

统美学、审美教育学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美学何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实践中的美学—

—中国现代性启蒙和新世纪美学建构》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

艺研究》、《学术月刊》等威权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论文有《天地有大

美，君子当自强——“中华美学精神辨析”》，《为日常生活赋予超越的诗意——儒

家“曾点气象”的现代审美意义》，《形式：一种艺术的“本体”》、《论实践美学

的情本体理论》、《从自然的人化到人自然化——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新中国实践美学六十年》、《席勒的

现代性意义——重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到个体生存

论——再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谐社会的美学解读》、《情本体——实践美学

的个体生存论维度》、《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启蒙》等。 

姓名：陈学晶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现从事研究领域为艺术哲学、艺术教育、人

文艺术通识普及等，主要承担《艺术概论》《美术鉴赏》《中国艺术史》等课程的教

学工作。 

主要著作有《目光在何处——关于绘画》、《艺术的特征》等，主要论文有《〈礼

记•乐记〉中“声”、“音”、“乐”之别》等，大型文化艺术纪录片撰稿主要有CCTV

《故宫》、《敦煌》等。 

 

十二、女性主义电影 

（一）《女性主义电影》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女性主义电影研究            

英文名称:Feminist Film Studies 

课程属性:公共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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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试图发现女性导演在转型时代的意义，从三个方面分析女性的现代经验：

悲剧性的生存体验、对自我身份的迷惑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焦虑经验。我们试图在这

个课程中结合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研究和政治哲学的视角，以一种“同情之理解”去

探求女性20-21世纪的女性电影文本，以帮助学生们形成一种特殊的女性主义电影理

论。此外，基于该课程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运用性强的突出特点，还对增加学生的综合

素质、创新精神和反思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The course aims to find an eddective approach to the famale drictor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modernity experienc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ragic experience of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revival, the 

confusion experience of self-identity and the anxiety experience of 

incorporation in the society . In this course ,we are trying to integrate 

feminism, gender research with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o peruse female 

film-text through 20-21th centery  on the view of “sympathized 

understanding”, to help students to form a special theory of feminist films. 

Moreover, since this course is highly Critical and applicable, it also nurtures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novation spirit and ability of profound 

consideration. 

Finally, I believe, the true, the good, the beautiful equal world belongs 

to the human beings , to both of men and  women.. 

（二）《女性主义电影》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于闽梅 

职称：副教授 

北师大文艺学博士（2000-2003），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2003-2006），现任教

于中国社科院大学。主要从事女性主义哲学、中西比较哲学方面的研究，开设过《女

性主义电影》、《中女性主义哲学》、《本雅明思想研究》等课程。中国国际女性电

影节评委和女性电影论坛组织者。 

主要著作有《异向共建——梁启超、王国维与中国文论的转型》（2010）、《灵

韵与救赎——本雅明思想研究》（2008）、《谁背叛了谁——符号的象征与现代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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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2010）、《中西戏剧史话》等专著和译著《东方启蒙——中西方思想的碰撞》，

编有《大家国学:王国维》等。 

承担和参与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课题，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次获得重要的科

研奖项。还获得了多个国内、国外知名院校的荣誉称号。 

 

十三、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政治思想史            

英文名称: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属性:全校公选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一个二级学科，旨在了解历史上的政治学，是

一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中国

传统政治思想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涉及1919年以前各种政治思想的来源、依据、内

容、影响、作用、局限、学习价值等方面。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有关基本知识，

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而扩大知识面，提升人文素养，增强

对当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理解。 

英文课程简介: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s a discourse between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and its coal is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ancient 

china. As the basic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s, this course will explain 

the resource, cause, content, effect, function, localization, study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 political thoughts through the way of materialism analysis, 

especially the thought of Xi Jingping 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for new era. This course will let students grasp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this 

system. Teachings of this course help raise students’ awareness of humanity 

and history, cultivate qualifie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Moreover,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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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is highly operative and applicable, it also nurtures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novation spirit and ability of practice on political system 

and thinking.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魏万磊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

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研究。曾担任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波兰格但斯克大

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西北师范大学心理传记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洛阳理工学院

兼职教授、《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编委会主任。 

主要著作有《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向老子学管理》等。

在《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清华大学学

报》、《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要论文有《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

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等。 

承担过多项校级研究课题，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次获得重要的科研奖项如“刘泽华

学术奖励基金”。2013年入选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多次荣获“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最受学生欢迎教师”荣誉称号。 

 

十四、七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与文化 

（一）《七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七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与文化            

英文名称: 

课程属性:通识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上古时代到七世纪以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主要以思想、

政治、文化的演进为主线，努力重现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与文化发展进程。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渊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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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这一时期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 

（二）《七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与文化》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袁宝龙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主要论文有《先秦时期边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

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秦汉时期民族观的嬗变》、《“黄老无为”视

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等，主要著作有《礼与中国古代社会》（合著）、《新

史学》（译著）等。 

曾主持或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各级别课题多项。 

 

十五、媒介与社会 

（一）《媒介与社会》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媒介与社会            

英文名称:Media and Society 

课程属性:全校通选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饱和的世界，每日生活都离不开媒体。本课程旨在帮助中文

系学生了解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从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地接触媒介，并分析、

评价、分类、归纳、综合各种媒介信息，从而更好地驾驭媒介。本课程也将帮助有志

于从事媒体行业的同学了解了今日之媒体及媒体产业。 

课程目标 

认识到媒介化社会提升个人媒介素养的重要； 

了解媒介技术发展历史，反思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理解现实世界与新闻世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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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闻编辑室的生产流程； 

了解媒介如何建构现实； 

理解大众媒介的宏观效果； 

了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媒介集团的批判； 

了解网络时代受众的特点； 

理解网络文化粉丝相关理论； 

反思网络与民主的关系； 

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概念及群体极化的观点。 

英文课程简介: 

We live in a mediated society. What does the mass media and the cyber society 

mean to us? How do the news produce? Do the media world equal to the reality? 

In this course, we’ll help students to reconsider such important issues, and 

introduce some related mass media theory and the social media theory, to 

enhance their media literacy, as well as help students who want to work in 

media industry to get more knowledge about media and society. 

（二）《媒介与社会》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陈定家 

职称：教授 

陈定家，湖北红安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数字信息

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学网站”负责人，《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中国新媒介文化研究学会会长，

全国网络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发展战略学会文化战略专业委员会理事兼特聘研

究员。 

姓名：赵菁 

职称：讲师 

赵菁，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获哲学博士。一致致力于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政治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有较为

扎实的新闻传播与网络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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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欧美文学经典 

（一）《欧美文学经典》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欧美文学经典            

英文名称: Classic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属性: 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欧美文学自古希腊始，源远流长，有近三千年历史。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和维吉

尔的《埃涅阿斯纪》，记录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辉煌，也对后世西方两千年的

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学习欧美文学经典，通过文本选段细读，不仅可以深入体会文学

作品的魅力，跟随故事的百转千回，人物的跌宕命运，感受人生百味，更可以培养学

生们对世界的敏感细察和审美能力。也可以通过学习他国文化，反观自身，更好地认

识自我，顿悟人生。正如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所言，文学就是人生的批评。所以

阅读文学经典，也是训练洞察力、培养感受力的最佳方法。《欧美文学经典》由社科

院外文所不同语种的知名学者联合讲授，最大的特色就是讲者熟悉原文，甚至就是相

关名著的译者，对经典烂熟于心，可引领学生体会原汁原味的经典细读，这是阅读译

文所无法体会的，也是其他院系甚至高校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 

英文课程简介: 

Western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Greek myth, has three thousand 

years long history. Those literary masters, such as Homer, Dante, Shakespeare, 

Cervantes and Goethe, have created numerous masterpieces,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se classics, 

the student can not only learn exciting stories and interesting characters,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cultivate one’s potential for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moral consciousness. The unique unparalleled advantage for this 

joint-taught lecture course is that all the professo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some of them are even translators of the chosen works. 

Therefore guided by these expert to read excerpts in original language will 

be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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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美文学经典》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陈众议       职称：教授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文学、文艺学研究。

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主要成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亲爱的母

语》、《想象的边际》等。先后承担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

科研成果奖、出版政府奖等重要奖项若干。 

曾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学部基础课《文学文化前沿》作专题讲座，为外文系

研究生开设西班牙语文学课程，亦曾为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讲授西班牙语

文学课程。 

姓名：程巍     职称：教授 

曾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外语系(1984-1988)、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1991)、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1999-2002)，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英国文

学文化史、美国文学文化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泰坦尼克号”

上的“中国佬”: 种族主义想象力》、《否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思想研究》、《隐匿

的整体: 程巍自选集》、《文学的政治底稿: 英美文学史论集》等。 

历年参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文学部基础课《文学文化前沿》的讲授，并为自

己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开设“西方当代文学理论”、“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等

专业课程。 

姓名：郭宏安       职称：教授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

系，硕士。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新华社对外部翻译， 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8年至今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论〈恶之花〉》、《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究》

(合作)，散文集《 雪落在莱蒙湖上》，论文集《重建阅读空间》、《同剖诗心》，

译著《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加缪中短篇小说集》、 《红与黑》、《红森林》(合

译)、 《大西洋岛》、《波德莱尔诗一百首》、 《批评意识》、《 墓中回忆录》，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02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20395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48950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455074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72779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30972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010883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87758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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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国散文选》、《 李健吾批评文集》等。 

姓名：李永平      职称：教授 

曾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德国马堡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担任

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研究，研究重点为荷尔德林、里尔克、德国

早期浪漫主义等。 

主要著译有《诗与存在—里尔克后期诗歌研究》、《绝望与信心—二十世纪末的

文学与艺术》、《诗与宗教》、《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与妇人》等，以及论文《里尔

克的诗歌之路》、《荷尔德林：在诗与哲学之间》、《通向永恒之路—试论德国早期

浪漫主义的精神特征》等。 

曾为研究生讲授“德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学科前沿”、“学术研究：

方法与实践”等课程。近年来曾承担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现当代视野中

的荷尔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文学与大国兴衰之日耳曼现代性批判”

等。 

姓名：梁展     职称：教授 

1970年生，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瑞士洛

桑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北欧研究室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文化与文学史（德

语和法语）研究，代表作有：《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早期的自我观念》（专

著，2007）、《隐蔽的结构——布尔迪厄对福楼拜〈情感教育的阅读〉》（2007）、

《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的自然追问与艺术的本质》（2009）、《海德格尔：

知识的本质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2009）、《从地理人种学到文化人种学——海克

尔种族等级观念的形成》（2012）、《制造‘现实’——西方近代文学的科学谱系》

（2013）、《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围绕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

论知识谱系》（2014）、《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

（2015）、《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2016）、《反叛

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017）等，

翻译有《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2012）、《历史的天使：肖勒姆、本雅明和罗

森茨威格》（2017）等，编有《全球化话语》（2002）。2003年7月，获首届唐弢文

学研究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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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至2014年11月，曾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院，主讲《世界文学》（全校研究生通开课）、《海德格尔艺术哲学》、《法国文学

专题》等十数门研究生课程。 

姓名：刘雪岚        职称：副教授 

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英美文学博士，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英美文学思想史以及

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曾为英国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曾获加拿大政府特别奖出访多伦多大学、UBC大学等数所高校，

还曾获英国学术院框架协议资助，在牛津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和大英图书馆等地访学

交流。 

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和重大项目数项，独立主持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一项，在国

内核心期刊发表外国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译著数部。曾讲授英文系

本科生课程《英语阅读》、《欧洲文化入门》和英美文学研究生课程《十九世纪美国

小说》、《英语诗歌赏析》、《英美小说专题》、《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西方人

文经典》及《学术研究：方法与实践》等。 

姓名：王焕生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

现从事古罗马文学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人，1959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

习，次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65年毕业。

回国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有《古罗马文学史》、《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等。主要译作有（包括

与他人合作）《伊索寓言》、《希腊罗马散文选》、《古罗马戏剧选》、《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集》，西塞罗的《论共和国》、

《论法律》、《论老年》、《论友谊》、《论义务》、《论演说家》、《沉思录》等。

其中《伊利亚特》（与罗念生合译）和《奥德赛》于1999年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奥德赛》于2001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姓名：吴晓都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

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九十年代曾在苏联普希金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7%BD%97%E9%A9%AC%E6%96%87%E5%AD%A6%E5%8F%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7%B4%A2%E5%AF%93%E8%A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8%85%8A%E7%BD%97%E9%A9%AC%E6%95%A3%E6%96%87%E9%80%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7%BD%97%E4%BD%A9%E6%8F%90%E4%B9%8C%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BC%94%E8%AF%B4%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5%E5%BE%B7%E8%B5%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A%8C%E5%B1%8A%E9%B2%81%E8%BF%85%E6%96%87%E5%AD%A6%E5%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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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院和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及文艺

学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俄国文化之魂普希金》、《俄罗斯诗神—普希金》等；主要论文有

《略论列宁文艺思想的当代启迪意义》、《试论别林斯基的“激情说”》、《巴赫金

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人文精神》、《叶甫盖·奥涅金：俄

国文化语境中的主题及解读》、《跨文化：“文学性”阐述的困惑与探索》、《新俄

国文论走向概评》、 《全球化历程中的俄国现实主义文论》、《文化的互融性和文

学的独立性》、《二十世纪初中俄文学革命比较》等。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子项目负责人），参与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子项目负责人），主持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文学与大

国兴衰-----俄罗斯的经验与教训》、《俄国文学高峰与苏联文学的形成》等重要课

题。 

论文《试论重新审视俄苏文艺思想的学科建构意义——暨纪念维•别林斯基诞辰

二百周年》获得2016年外国文学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 

近年应邀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厦

门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讲学。 

姓名：文铮      职称：副教授 

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意大利罗马大学，获意

大利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意大利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意大利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意大利语翻

译研究会秘书长，欧美同学会留意分会理事，意大利Strega文学奖评审委员。曾任罗

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评奖委员会委员。曾获得意大利总统授予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北京市师德模

范先锋称号，北外教学名师称号。研究方向包括：意大利语言文学，海外汉学与东西

方文化交流史，翻译学，东西方艺术史等。 

主要著作和译著有：《海外汉学十六讲》《变化中的意大利》《耶稣会与天主教

进入中国史》《利玛窦书信集》《卡尔维诺文集·意大利童话》《20世纪绘画》《质

数的孤独》《七堂极简物理课》《意大利未来主义之路》《布拉格公募》等。 

编著教材20余部，主要有：《意大利语发音与纠音》《意大利语速成》《大学意

大利语教程》《新视线意大利语教程》《循序渐进意大利语阅读》《新视线意大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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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程》《全新意大利语语法》等。在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文章40余篇，主要有：

《鲁迅与但丁》《偏见与宽容—利玛窦与中西美术的相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

外膺选》《但丁在中国百年事略》《利玛窦〈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写作年代及版本研

究》《利玛窦眼中的罗明坚》《卡尔维诺的宇宙》等。 

讲授的主要课程：意大利语，意大利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意大利语），

东西方艺术比较研究（公共课），文学翻译（研究生），意大利汉学史（研究生），

学术方法与写作（研究生）等。 

姓名：钟志清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东方文学，希伯来-犹太文学与文化研

究，圣经学术史。 

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第一位

在以色列获希伯来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英国学术院、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曾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维斯廉大学、田纳西大学、

乔治城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和国内多所大学

讲学。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

论文集《“把手指放在伤口上”：阅读希伯来文学与文化》；以及《现代希伯来小说

史》、《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乡村生活图景》等多部译作和学术

论文多篇。 

曾主持并完成国家人事部择优资助项目“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创新工程项目“希伯来圣经

学术史研究”。其中，“变革中的20世纪希伯来文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伯来叙事与民族认同研究”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创

新工程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研究生开设“圣经阅读、阐释与批评”、“外

国文学史”、“以色列文学”、“犹太文化史”等课程，并为清华大学英文系本科生

讲授圣经文学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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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国文化概论 

（一）《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简介 

中文简介 

指导思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课程内容兼具专业性和通识性。中国文化概论课选用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共课教

材《中国文化概论》作为教材通过这门课程，使大学生们了解祖国悠久、丰富的文化

遗产，对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所把握，并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所思考。帮

助青年学生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提高其人文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

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 

教材：教育部高教司组编，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4年第2版，2017年2月印刷本） 

英文简介 

Course Descrip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Guidelines: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ollow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carrying forwar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ourse content integrates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knowledge. The course book,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 the Humanistic Literacy Public 

Course Book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course aims to mak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abundant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at enjoys a long history, 

comprehe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flect on the issues 

about inheriting and renewing Chinese culture. The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enhance 

their humanistic literacy, strengthen their national confidence, selfrespect 

and pride, as well as nurture their patriotic sentiments. 

（二）《中国文化概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魏道儒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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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中国华严宗通史》《中华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唐宋佛学》等

十余部，论文百余篇。 

独立完成或主持多项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多次获得中国社

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14卷15册）获第四届中国政府

出版奖（2018年1月）。 

 姓名：李红岩 

    职称：研究员 

李红岩，1963 年生。天津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澳门科技大学教授、南京大

学教授等。2000 至 2002 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史

学史。出版专著《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中国近代史学史论》《改革开放 30

年思想史》《中国道路》《中国梦》等，发表文章 200余篇。  

    姓名：周勤勤 

    职称：编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尤其在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有一定成就。  

    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原来的《哲学译丛》）、《中国哲学史》《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孔子研究》《齐鲁学刊》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数

十篇论文，如《道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以方以智哲学思想为维度》《王阳明思

想的全方位探讨与阳明学的当代传承发展——第五届知行论坛暨文化复兴与阳明学

的当代传承发展国际学术大会综述》《关键词：掌控话语权的锁钥——中西文论关键

词比较研究工作会综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方以智的易学观》《方

以智与道家经典<庄子>》《从方以智哲学看中国哲学创新》（201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宗教所代评一等奖）、《方以智与经学》《“中”与“均”——方以智变易中求调

和思想探讨》《方以智“三为约法”解析》《方以智“∴说”解析》等，发表在《哲

学研究》《世界哲学》（原来的《哲学译丛》）、《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孔子研究》《齐鲁学刊》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编著了《中国传统

文化读本——千家诗》《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治家格言》，参与编写《中国文化大

典》和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百科大辞典》（该书2000年荣获第十二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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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书奖”） 

 

十八、中国哲学专题 

（一）《中国哲学专题》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哲学专题 

英文名称: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属性:通识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课程中文简介: 

中国哲学发轫之初，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争雄，儒道争锋，

儒法争用，机锋迭起，智慧纷呈，展现出无穷的魅力。佛教进入中国后改变了中国哲

学，中国哲学也改变了佛教，儒释道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进入，

对中国传统哲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近现代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千

年的中国哲学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

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受益至今。 

When Chinese philosophy started, there was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in 

the pre-Qin period.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argued for differential love or 

discriminate love,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rgued for action or non-actio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rgued for ruling by morality or by laws. All kinds 

of wisdom emerged showing infinite charm. After Buddhism entered China, it 

change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lso changed Buddhis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by exchanges of ideas, lead to a kind of 

convergence that is known as “the three teachings incorporated into one”. 

The ent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culture has exerte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has brought it to a new stage.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left our nation with good ideal 

of home building, wisdom to deal with transformations and to guide our life, 

heritage to unite people, which benefited us yesterday, benefiting us today 

and will benefit us tomorrow.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5%AE%B6%E4%BA%89%E9%B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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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哲学专题》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陈霞，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第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国哲学、道家与道教文化、宗教学等领

域的研究。著有《道教劝善书研究》、《道家哲学引论》，主编有《宗教学原理》、

《中西文化视野中的人性》、《道教生态思想研究》，参加过《马丁•路德的神学》、

《道教与生态》、《人类的宗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哲学年鉴》、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等著作的英译汉、汉译英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

《世界哲学》、《中国哲学史》、《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道家文化

研究》、《国际伦理》、《德国哲学》、《中国哲学与文化》、《哲学门》等刊物上

发表中英文论文、译文 100多篇。 

 姓名：张志强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动态》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中国哲学史、近代佛学、明清至近代的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研究。中国哲学史学会

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季刊编委、副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

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全国古典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朱陆、孔佛与现代思想》、《唯识学理论与晚明唯识学》，主编有

《亚洲现代思想》等。主要论文有《经、史、儒的离合与批判儒学的建立》《操齐物

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意趣》《法相与唯识何以分宗》等。其

发表的论文多次获得重要科研奖项。 

 姓名：周勤勤 

职称：编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尤其在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有一定成就。 

先后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原来的《哲学译丛》）、《中国哲学史》《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孔子研究》《齐鲁学刊》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数

十篇论文，如《道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以方以智哲学思想为维度》《王阳明思

想的全方位探讨与阳明学的当代传承发展——第五届知行论坛暨文化复兴与阳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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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代传承发展国际学术大会综述》《关键词：掌控话语权的锁钥——中西文论关键

词比较研究工作会综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方以智的易学观》《方

以智与道家经典<庄子>》《从方以智哲学看中国哲学创新》（201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宗教所代评一等奖）、《方以智与经学》《“中”与“均”——方以智变易中求调

和思想探讨》《方以智“三为约法”解析》《方以智“∴说”解析》等，发表在《哲

学研究》《世界哲学》（原来的《哲学译丛》）、《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学报》《孔子研究》《齐鲁学刊》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编著了《中国传统

文化读本——千家诗》《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治家格言》，参与编写《中国文化大

典》和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百科大辞典》（该书2000年荣获第十二届“中

国图书奖”） 

 

十九、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古代文学史 

英文名称：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指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919年的文学史，一般分为三段：第

一段是先秦两汉魏晋文学史，第二段是唐宋文学史，第三段是元明清文学史。该课程

是系统完整地描述文学的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有三个层

面：一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背景；二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的生平、思想；三是

文学作品，这是文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该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和主干课。学生要具体地阅读从先秦一直到五

四之前的无数经典作品。古代文学史学习的基本目的：一是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古代

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二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的能力；三是培养学生的文学

素质，即把文学观念、审美内化到生命生活之中，而成为其人格修养，而表现于社会

生活实践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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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课程简介：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fers to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from eleventh Century BC to 1919 AD. The course is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one i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ke literary creation; the 

two is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the writer, and the three is the literary works,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The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and main course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Students should read the countless classics. The basic 

purpose of the study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 one is to requir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 two,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literary works; and the 

three, to cultivate students' literary qualities, that is, to internalize 

literary ideas and aesthetics into life and life, and to become their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as well as in the practice of life. 

（二）《中国古代文学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刘国民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专职老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和史学的

教学和研究。“中华孔子研究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传统思想与现代诠释》等学术专

著，《司马迁〈史记〉二十讲》《大学语文》《先秦诗选》等教材。 

主要论文有《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评价》《论魏晋诗文的“迁

逝”之悲》《〈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主旨及其存在的问题》《论〈红楼梦〉

中贾宝玉之超越》《郭象对〈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再塑造》等40余篇。 

承担过学校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 

姓名：王秀臣       

职称：教授 

湖南桃江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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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评论》编

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曾出版专著《三礼用诗考论》、

《礼仪与兴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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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一、经济法 

（一）《经济法》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经济法            

英文名称: Economic Law 

课程属性: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讲授经济法的基本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法、

合同法、竞争法、产品质量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发展规划法、财政

法、国有资产管理法、金融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经

济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并能以相关法律法规分析典型案例，提高学

生运用法律服务于经济活动的能力。本课程注重与实践的结合，目的在于实际应用。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deals with the basic system of economic law, including the 

basic theory of economic law, enterprise law, contract law, competition law, 

product liability law,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price law,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law, financial law, state asset management law, financial law and 

so on. Through the study of economic law, students can learn the basic theories, 

knowledge and methods of economic law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ze typical 

cases with relevant econom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to apply the law.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legal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guide practical application. 

（二）《经济法》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黄晋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副主任，国际法研究所竞争法中

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和商法等相关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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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合并控制法：以美国和欧盟为视角》等。主要论文有《欧盟与美国

在合并控制领域的双边执法合作》、《完善自贸试验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

外资准入管理的发展与展望》等。 

先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访问研究。承

担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商务部、国家网信办、人事和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委项目和

课题。 

 

二、经济学原理 

（一）《经济学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经济学原理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以使

得人类的无限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一门理论科学。经济学作为理论科学，在不同程度

上构成了许多经济学科例如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

融学等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例如单个家庭、单个企业、单个市场

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是以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即宏观经济运

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本科生理解和掌握微观、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类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课程

为各专业学生的可选基础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微观经济学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市场理论包括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以及

福利分析，并简要介绍几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宏观经济学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GDP

及其构成、消费和储蓄、货币与物价、短期经济波动等内容。 

 

英文课程简介： 

Economics is a theoretical science which shows how to allocate the sc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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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efficiently among our choices to meet humans’ infinite desires. 

As a theoretical science, Economics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ny 

economic classes such as Industri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in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so on. 

Microeconomics is theoretical economics which shows the choices for individual 

units such as a single family or a single enterprise and even a single market. 

Macroeconomics is theoretical economics which shows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whole society.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optionally for all majors. 

During this class, there are two parts mainly including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such as theories of market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consumer、

theory of producer and analysis of welfare and briefly introducing several 

kinds of markets’ failures. For the part of macroeconomics, we will focus 

on GDP and its components, consumptions and savings, currency and commodity 

prices, theory of inflation, etc. 

 

（二）《经济学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朱丹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研室教师，主要讲授课程包括：微观经济

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

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理论（国有企业等）、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等） 

主要研究成果有《走向“深度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TPP对世界经济格

局的挑战》，《文化左右政府与银行的关系——谈国有企业内生性的表现》，《中国

与世界经济：反危机与再平衡》（第六章）以及“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for Manure Recycling from Decentralized Livestock 

Farms” (CJOE-2017-0079)；同时主持并完成了《中级宏观经济学》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项目等。 

冯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讲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物流等课程。研究方向为贸易理论、流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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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经济学 

（一）《劳动经济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劳动经济学         

英文名称：Labor Economics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中文课程简介： 

《劳动经济学》专门探讨劳动力市场相关主体的行为及其影响的规律，是研究劳

动力资源的开发与优化配置的一门课程，是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它系统阐

述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市场均衡、生命周期和劳动参与决策、人力资

本投资、工资、就业和失业、就业歧视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内容。它属于应用经济学，

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通过学习，大学生会系统地把握劳动经济的基本理论，形成完

整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并培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和能力，为将来的深造或

从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工作夯实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Labor Economics is a special study of exploring the behavior and its effect 

of the related subjects on labor market, and it is a curriculum about 

development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labor resources, and is a cor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economics.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labor 

demand, labor supply, the equilibrium of labor market, life cycle and the 

decision of labor participati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wages,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governmen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etc. It belongs to applied economics, and has a high practical 

value. Through the study, students can grasp the basic theory system of labor 

economics, and form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nomics; and 

cultivate the method and ability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by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r engaged in the related 

works in the fields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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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 future.  

（二）《劳动经济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黄敬宝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劳动经济等相

关领域研究，国际劳工组织KAB中国项目培训师。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出版《中国青年失业问

题研究》、《就业能力与大学生就业-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等著作5部。在《经济管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青年研究》、《人民日报（理论版）》等发表100多篇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

等收录。 

曾获得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师，团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党员等称号。 

姓名：高文书 

职称：教授 

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劳动经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领域研究。兼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人力资源

分会副会长，柳州市人民政府顾问。 

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贸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研究室主任。2008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商务经济学院访问学者。2012年

4-10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 

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组部、人社部、卫生

部、财政部、外国专家局等课题20余项。 

 

四、货币金融学 

（一）《货币金融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货币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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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 Financial Market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经济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整个经济学科体系中处于

核心地位，货币金融学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主要讲授货币、货币体系、利率、汇率、

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及传导机制、金融机构、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等内容。通过

该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搭建货币金融体系框架，帮助学生理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运

作的过程及特征，为学生更好的理解经济金融事件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塑造合格的金

融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基于该课程所具有的操作性和应用性强的突出特点，还

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特殊作用。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and is at the core position in the whole economic disciplin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economics, this course mainly teaches money, monetary 

system, interest rate, exchange rate, financial market,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it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ris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so on.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the 

framework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is set up for student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on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vents, and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shaping qualified financial personnel.Moreover, since this 

course is highly operative and applicable, it also nurtures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novation spirit and ability of practice. 

（二）《货币金融学》任课教师简介 

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兼任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委，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创新发展、金融制度等相关领域研究。曾参与国家“十二五”、

“十三五”规划的咨询研究工作。 



—78— 

主要著作有《体制转轨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三

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思路》等。主要论文有《回到凯恩斯还是回

到熊彼特？——基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发展历程的理论反思》、《重构宏观经济政策框

架：探索与争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基于文献的探究》《支付经济学的发展起源、

演进脉络与前沿动态》、《供给侧视角下的城镇化、创新与经济增长》等。 

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和中央各部门委托交办课

题，参与编写《金融学大辞典》、《中国经济学年鉴》等权威工具书，学术成果曾获

得多项奖励和荣誉。 

姓名：胡吉亚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虚拟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房地产市

场运作机制、住房安居工程和产业融资研究。201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

士。 

曾经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农村金融研究》、《理论学刊》、《北京社

会科学》、《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等CSSCI期刊和其他期刊上发表过

25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一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机制研究》，教材两部

《风险投资学》和《现代投资银行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的金融保障体系研究”

（10AJL005）子课题负责人。北京市社科联重点决策咨询项目“构建符合首都实际的

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体系研究”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市

金融生态研究（06BaJG081）主要撰稿人。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中国

外汇储备战略投资分析”项目主要参与人。国家开发银行项目子课题“北京市房山区

“十二五”投融资规划”负责人。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

主要撰稿人，独立完成报告《“十三五”时期北京市住房保障体系发展研究》。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科研专项项目“健全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机制

研究”负责人。 

姓名：吉富星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公共经济与投融资中心主任，

主要从事公共财政、项目投资与金融等相关领域研究。曾在事业单位、大型外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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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央企担任投资部门负责人。目前，兼任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专家、中国财政学会

理事、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财政部PPP中心专家、示范项目评审专家、数家

地方政府或机构的经济/金融顾问等。 

主要著作有7本，其中独著4本，包括《产权结构化与公共产权改革》、《PPP模

式的理论与政策》等。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约40篇，主要论文有《不完全契约框架下PPP

项目效率困境与规范创新研究》、《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效应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与投融资规范》等。 

承担过多项重大项目和课题，发表的论文曾获得相关奖项；多次参与相关部门或

省级政府重大项目评审、课题研究或政策研讨；撰写财政、金融领域内参、报告多份，

部分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 

姓名：林楠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风险管理、全球货币体

系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金融开放与系统性风险防范等相关领域研究。曾在高校任教

5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库专家。 

主要著作独著《开放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动态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与人

民币汇率动态研究》和《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开放与汇率动态》3部。主要论文有《人

民币名义汇率与利率的互动关系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

研究》、《人民币汇率动态的价值基底:理论与测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汇

率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等。 

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项。现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参与在研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三等奖，首届

中国青年金融学者奖，天津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金融图书

“金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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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政学 

（一）《财政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财政学            

英文名称:Public financ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财政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财政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管理技能，以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为核心。 主要内容包括：财政的

概念、财政职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税收原理、国债

原理、国债规模与国债市场、国家预算及管理体制、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和开放经济

下的财政问题。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为其它专业课的学

习打下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Public Finance is the core curriculum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course introduces the basic theory, knowledge and managing 

skill, in which the public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is the kernel. It mainly 

includes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s of public finance,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basic theory of taxation, basic theory and 

scale of national debt, national debt marke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national budget, fiscal deficit, fiscal policy and fiscal issues in the open 

economy. The course aim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he basic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so as to build good base of future relevant course learning. 

（二）《财政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韩莉 

职称：副教授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专职教师，硕士生导师。2008年7月毕业于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长为财政税收理论政策、

企业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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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

政政策研究》《抑制流动性过剩的财政政策分析》《论完善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转

移支付制度》等。 

 

六、财务会计 

（一）《财务会计》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财务会计 

英文名称: Financial Accounting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财务会计》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以《会计学原理》

为先修课程，并为将来学习高级会计学、审计学、财务分析学等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围绕一般企业的基本业务、以企业财务报告为核心，着重介绍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项目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基本原理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原理。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分析经济业务

并进行会计处理的能力。同时，使学生了解会计领域中新的、前沿理论问题，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Financial accounting" is a core compulsory cours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specialty. Before learn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should study "Accounting 

principle" as the preparatory course. This course lays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advanced accounting, financial analysis and auditing etc. 

Around the basic business of general enterprises and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financial reports as the core,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nfirmation, calculation, record and report of the items of the balance 

sheet and income statement,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prepa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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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tatements. Through the teaching, this course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the ability of analyzing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enable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ew, 

cutting-edge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accounting field,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o analyze problems. 

（二）《财务会计》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胡文龙 

职称：副研究员 

个人简介：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财务与会计研究室副研

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财务会计理论、

企业竞争力、财务战略、管理会计、环境会计等。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40多篇，出版

专著（独著、合著）10余部。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院级重大项目30余项，参与地方产

业发展规划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课题20余项。《我国国有发电企业负债与资本运作问

题研究》研究报告获“国家能源局2011年度国家能源局软科学研究三等奖”。《权责

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在地方政府融资和债务管理中的功能作用相关问题研究》荣

获2014年上海金融业改革发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姓名：刘泉军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财务管理教研室教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审计、

财务管理等相关领域研究。现为中国会计学会会员、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会计职业判断研究》、《最新企业会计准则改革与启示》等。主要

论文有《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最新发展评析》等。 

 

七、会计学原理 

（一）《会计学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会计学原理 

课程性质：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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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48                                          学分：3 

课程简介： 

《会计学原理》是经济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会计知识是进行微观和

宏观分析、管理决策的基础。会计的理念、信息和工具被广泛的应用于管理绩效分析

（如业务考核指标）和宏观经济分析（如国家资产负债表）。《会计学原理》主要内

容就是聚焦会计理念的介绍、会计信息产生过程和会计工具基本应用。 

该课程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主要介绍会计理论产生

发展的逻辑、会计概念，会计准则、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等。

会计业务循环和基本工具：包括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运用，账户的分类，会计凭证与

会计账簿，财产清查的方法。会计报表与会计组织：包括会计报表的概念、结构、编

制和作用，会计核算组织形式等相关内容等。以及随着科学技术和组织形态变化带动

会计组织和工具的变革。 

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期望从理论角度拓宽学生的经济管理通识视野，从实践角度

掌握会计的核算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能结合实际问题，初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

贯通，为后续的财务管理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为观察生活中的相关经济问题提

供新的视角。 

 

教材：朱小平：《初级会计学（第八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主要参考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企业会计准则（2018 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年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会计（2017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 

3. 罗伯特.安东尼，大卫.霍金斯，肯尼斯.麦钱特著，《会计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 

4. 郭道扬著，《会计史研究》（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5. 郭道扬著，《会计史研究》（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6. 葛家澍，刘锋著，《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二）《会计学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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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讲师 

2001年以来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财务与会计研究室，兼任中国

科学院战略学会会员、中关村合众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企业风险

管理、产业政策等相关领域研究。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MBA、MPA、杜兰

大学金融硕士项目以及香港公开大学专职教师，曾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曾任宝马（中国）培训学院任高级讲师，

福特（中国）培训学院任高级讲师，及Debono全球“六顶思考帽”认证讲师。教学生

动活泼，善于调动课堂气氛，逻辑思维严谨、能够将复杂问题进行有效分解，具有优

秀的口头表达能力、文案撰写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主要著作有《企业风险管理》、《企业财富最大化》等。主要论文有:《国际分

工视角下中国工业的新定位》，《人民日报：国家治理周刊》，2015年5月,《跨越比

较优势》，《国资报告》，2015年第7期; 《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路径优化研究》，

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重点课题，2010年9月等。 

主持或参加国家多项重点课题研究，包括理论研究、政策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

过剩产能化解、社会信用体系、一带一路、体育产业等）和应用研究（企业风险管理、

战略成本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改进）。从事企业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企业管理、金

融等行业教学培训工作。研究成果《创新标准管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

《推动全面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分别获得中央国家机关党外智库

论坛征文第一届征文一等奖、第二届征文一等奖。 

姓名：蒋楠 

职称：讲师 

学历：博士 

教授课程：会计学原理，会计信息系统，专业英语 

研究方向：企业财务会计 

主要著作有《基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会计信息系统重构研究》，主要论文有《中

国创业板市场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等，承担并参与过多

项校级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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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贸易实务 

（一）《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国际贸易实务            

英文名称: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一门主要必修课程。作为国际经贸专业的

基础课程和主干课程，国际贸易实务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

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知识的运用，不仅实践性强，而

且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在整个专业培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的开设，旨

在培养学生国际贸易实际操作的专业技能，学习该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际间商

品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国际间进行商品贸易的习惯做法、贸

易惯例和法律常识，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is a major compulsory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s a basic and main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offer students the basic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rocedures of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and the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sales contract.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develop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help students master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 and make solid found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skills in students’ future learning. 

（二）《国际贸易实务》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倪红福 

职称：副研究员（副教授） 

倪红福，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投入

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国际经济学和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其应用、产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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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和数字经济等等。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

济》、《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国内外权威期刊

发表15多篇论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并作为核心成员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

作。先后参与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课题十余项，如国家发改委课题：《“十三五”服

务业发展战略预研》，《服务业2025发展战略研究》。 

姓名：王菲 

职称：讲师 

王菲，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讲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际经济贸易学院。兼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奢侈品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国

际商务（奢侈品产业分析，奢侈品消费者行为分析等）。主要著作有《奢侈品消费者

行为学》、《2011中国奢侈品报告》。主要论文有《中日贸易中的隐含碳及结构分解

分析》、《国际奢侈品企业中国市场经营模式变化影响因素研究》、《外商直接投资

与产业集聚的形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等。曾任《环球时报》、《金融博览》

等期刊专栏撰稿人，任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栏目、中国网络电视台《大时尚》

栏目特邀嘉宾，先后接受多家中外媒体采访。 

 

九、中级微观经济学 

（一）《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级微观经济学            

英文名称: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理论基础必修课，其基本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

生产者行为、市场均衡（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要素市场、市场结构、市场缺陷、

政府政策等内容。本科一年级《微观经济学原理》的讲授主要运用语言逻辑，辅以简

单的数学公式和推导，旨在引导学生入门，培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研究生



—87— 

层次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同样讲授这些内容，但讲授工具变为严格的数理推导和分

析，辅以图形和简单的文字阐释。 

消费者理论讨论经济中的需求面；生产者理论则讨论经济的供给面，并且阐释技

术和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素市场的需求方；一般均衡讨论多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

和要素市场）的同时均衡，以及社会的福利评价。除了这些经典问题以外，本课程还

继续在博弈论的框架下讨论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本课程的讲授以数理推导和图形分析为主，文字讲解为辅，同时注重课后习题环

节。微积分的约束最优化是贯穿使用的方法，也会在第一次课上简单回顾。 

英文课程简介: 

The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is an undergraduate course, the aim of 

which is to give students the conceptual basis and the necessary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microeconomics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This course 

makes extensive use of calculus. For some students, it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analysis and thinking that can last throughout their 

education and subsequent professional careers. For other students, it ma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many years of study in economics, business, or related 

fields. 

Consumer theory discusses the demand side of the economy, while the theory 

of the firm investigates the supply side of the market under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monopol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osts. General equilibrium is covered, including welfare im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ities. These three areas cover most of 

orthodox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but neglect interesting topics such as 

market structure, information, contracts and insurance. To address these 

topics, the course introduces some basic concepts of game theory.  

Because a working knowledge of differential calculus is essential for the 

study of quantitative solutions to economic problems and, indeed, enhances 

one's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concepts, it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course. In clas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ourse, partial differential calculus 

will be reviewed and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techniqu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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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such as Lagrangian procedures, us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二）《中级微观经济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石强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企业理论与政府治理研究。担任

北京经济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为《要素异质性视角下的企业建立与租金分配研究》。主要论文有“The 

Firm as a Means of Concealing Information”、“从行政裁量权到按规则行事—

—中国行政官员治理方式选择”等。 

承担过国家社科青年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担任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SSCI）、《经济学（季刊）》、《经济评论》等学术期

刊的匿名审稿人。 

姓名：徐浩庆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

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与房地产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参与著作有《美国金融危机对策研究——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参与撰

写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新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等。译著有《现代经济增

长理论》、《稳定化政策之辩》。主要论文有《对中国总供给函数的再检验》、《中

国总需求总供给函数的实证研究》等。 

承担或参与过多项国家级课题重大项目，包括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社科院重大项目等等。 

 

十、高等数学 

（一）《高等数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高等数学 

英文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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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门课程主要讲授高等数学中一元微积分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 本

课程以微积分学为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微积分研究的对象——函数及微积分研究的

重要基础——极限理论.在此基础上介绍学习一元函数微积分的连续、导数、微分、

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概念、理论和计算，并介绍了微积分学的有关理论的应用. 

本课程的学习重点是掌握一元函数的极限、连续、导数、微分和积分的概念、性

质和计算等内容.本课程的学习难点是灵活并综合的运用各部分知识点. 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积分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空间

想象能力，计算能力，抽象概括能力，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

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树立

学生科学的人生观和培养追求客观真理的崇高品德，提高学生用变量数学方法分析和

处理较简单的社会工作学中的数量关系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The course begins with a rapid review of topics in single variable function. 

The course, consisting of chapter 1 to 6, discuss in single variabl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Upon completio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valuate limits and continuity, and compute derivatives and integrals of 

selected function with single variable. Furthermor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utilize the techniqu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together with 

appropriate technolog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to analyze and 

communicate results. On the one hand it provides the necessary basic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subsequent math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rther improv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quality.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of abstract thinking ability and general ability 

and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space imagination ability and self-educated 

abilities, als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operation ability, us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二）《高等数学》任课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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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郑艳霞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数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一般拓扑学、统计学、数学建

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高等数学基础教程（理工类）》、《高等数学选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分册》等。主要论文有《超滤函子余代数范畴》、《模糊集范畴及集合范畴上的模》

等。 

负责全校的数学建模辅导及参赛组织工作。 

姓名：赵娟 

职称：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金融与保险中的随机过程，主要论文有《Long time behavior of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 models》，《Strong solutions of a class of SDEs with 

jumps》等 

姓名：杜玉琴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决策理论与方法、数值分析及逼近

等相关领域研究，曾担任过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理事。 

主要参编书籍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分册》、《高等数学》（经济类）（2010

年）、《高等数学》（经济类）（2013年修订版）等。主要论文有《A Novel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th Interval‐Valued Pythagorean Fuzzy 

Linguistic Information》、《国有大型建筑企业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及对策》、《区

间直觉语言Frank集结算子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不确定区间隶属度语言变量及

其应用》、《Pythagorean三角模糊语言Hamacher集结算子及其应用》、《γ-条件下

NewTon-Moser迭代法的收敛性》、《带不可微项的减少导映照记值次数Newton的迭代》、

《带不可微项的导映照超前记值的Newton法的点估计》、《求解在弱条件下带不可微

项的Broyden方法的收敛性》、《简化中性模糊算子在绿色供应商评价中的应用》、

《基于Pythagorean三角模糊变量的群决策方法》、《运筹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Pythagorean梯形模糊语言集结算子及其应用》、《在校大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

《数学思想方法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数学抽象概括能力的培养》、《线性规划

在管理中的应用》《弱条件下求解带不可微项方程迭代法的收敛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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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完成了2008年至2010年的北京市教改项目，主

持完成三项校级项目，其论文《A Novel Method for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with Interval‐Valued Pythagorean Fuzzy Linguistic Information》（发表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JCR三区）杂志），该论文被美

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 )收录，

WOS:000407181700004；论文《国有大型建筑企业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及对策》（发表

于铁道工程学报） 以及《区间直觉语言Frank集结算子及其在决策中的应用》（发表

于控制与决策杂志）分别被Engineering Index (EI)收录。 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控制与决策、运筹与管理，铁道工程学报、数学的实践与

认识、兰州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分别发表了多篇文章。 

 

十一、经济学原理 

（一）《经济学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经济学原理 

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以使

得人类的无限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一门理论科学。经济学作为理论科学，在不同程度

上构成了许多经济学科例如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学、国际金

融学等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例如单个家庭、单个企业、单个市场

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是以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即宏观经济运

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本科生理解和掌握微观、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类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课程

为各专业学生的可选基础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

理论。微观经济学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市场理论包括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以及

福利分析，并简要介绍几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宏观经济学部分，我们将重点介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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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构成、消费和储蓄、货币与物价、短期经济波动等内容。 

英文课程简介： 

Economics is a theoretical science which shows how to allocate the scarce 

resources efficiently among our choices to meet humans’ infinite desires. 

As a theoretical science, Economics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any 

economic classes such as Industrial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in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so on. 

Microeconomics is theoretical economics which shows the choices for individual 

units such as a single family or a single enterprise and even a single market. 

Macroeconomics is theoretical economics which shows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whole society.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optionally for all majors. 

During this class, there are two parts mainly including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such as theories of market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consumer、

theory of producer and analysis of welfare and briefly introducing several 

kinds of markets’ failures. For the part of macroeconomics, we will focus 

on GDP and its components, consumptions and savings, currency and commodity 

prices, theory of inflation, etc. 

（二）《经济学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朱丹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研室教师，主要讲授课程包括：微观经济

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

观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理论（国有企业等）、世界经济（区域经济等） 

主要研究成果有《走向“深度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TPP对世界经济格

局的挑战》，《文化左右政府与银行的关系——谈国有企业内生性的表现》，《中国

与世界经济：反危机与再平衡》（第六章）以及“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for Manure Recycling from Decentralized Livestock 

Farms” (CJOE-2017-0079)；同时主持并完成了《中级宏观经济学》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项目等。 

冯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讲微观经济学、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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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物流等课程。研究方向为贸易理论、流通经济。 

 

十二、微观经济学原理 

（一）《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微观经济学原理            

英文名称: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如何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以使

得人类的无限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以个体经济单位为

研究对象的一门理论经济学。该课程是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在经济类课程的

学习中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不仅能掌握基本的经济理论，更为

其他课程如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引发

学生对现实经济现象及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从而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Economics is the study of scarce resources in a variety of alternative 

uses, How to carry out the most efficient configuration, So that the human 

desire to get an unlimited maximum theoretical economics mee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microeconomics is the behavior of the individual economic unit.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economics, It is the 

core and basic position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courses. Through this course, 

we can not only grasp the basic economic theory, but also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other courses, such as Fin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rouse the 

students' thin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real economic phenomena and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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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经济学原理》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马国英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区域经济史、农业

经济史等相关领域研究。 

曾在《经济分析报告》、《中国农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

《日本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部分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被《新华文

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题录。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等科研项

目多项。 

姓名：王琼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相关

领域研究。近年来在《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学（季刊）》、《人

口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姓名：周宇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 

主要著作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扩散效应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小额信贷

的偏差与校正》等。 

承担过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论文也多次获得重要的科研奖项。还获得了“教

学名师”“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姓名：徐丽艳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经济学理论等相关领域

研究。 

主要著作有《创意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条件研究》。主要论文有《创

意产业与产业价值链重构》《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分析》等。 

曾获优秀教学质量奖、团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获得最受学生欢

迎的老师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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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一）《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英文名称:ProbabilityandMathematicalStatistics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济管理学院各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学科．概率论着重对客观的随机

现象提出各种不同的数学模型并研究其内在的性质与相互联系．概率论一方面具有独

特的概念和方法,内容丰富,结果深刻,另一方面与其他数学分支又有密切联系,在社

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数理统计是研究怎样有

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带有随机性的数据,以及对所研究的问题做出推断或预测,为采

取一定的决策和行为提供依据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概率论是数理统计的基础,

数理统计是概率论的一种应用．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

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随机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

基础．为适应经济学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的需要，本课程按照

非数学专业的特点，不在数学的公理化体系上下工夫，也不在复杂的习题上纠缠，以

具体实例引入，讲清有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系统而扎实地循序渐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主要包括事件及其概率、随机变量及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

特征、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内容． 

英文课程简介: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in our university. 

Probability Theory studies the statistical regularity of random phenomena. 

Whil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based on Probability Theory studies how to 

compile and analyze data of random influence effectively and makes statistical 

i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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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郑艳霞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院数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一般拓扑学、统计学、数学建

模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高等数学基础教程（理工类）》、《高等数学选讲：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分册》等。主要论文有《超滤函子余代数范畴》、《模糊集范畴及集合范畴上的模》

等。 

负责全校的数学建模辅导及参赛组织工作。 

 

十四、微积分1 

（一）《微积分1》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经济学院的专业必修课，是为一年级新生设置的。教材选用“十二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数学》（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同

济大学数学系编。 

    为适应经济学院各专业对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的需要，本门课程讲授高等数学中

微积分部分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能力、抽象

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和修养。树立学生科学的人生观和培

养追求客观真理的崇高品德，提高学生用变量数学方法分析和处理较简单的经济现象

中数量关系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和在经济计划与经济管理中运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思

想打下基础。     

教学原则与要求：   

1、本门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教学对象是经济学院各专业一年级学生。 

2、要求同学课前预习和认真独立完成作业。 

3、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基本概念和各基本概念的内在联系：函数，极限，无穷小，

连续，导数，微分，极值，不定积分，定积分，偏导数，全微分，条件极值，重积分，

无穷级数，微分方程，差分方程。 

4、正确理解基本性质和基本定理：极限的主要定理，罗尔定理、拉格朗日中值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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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柯西定理，泰勒定理，定积分作为其上限函数的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5、牢记基本运算公式和运算法则：两个重要极限，基本初等函数、基本导数公式，

基本积分公式，几个重要函数的麦克劳林展开式。 

6、熟练运用法则和方法：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换元积分法

和分部积分法，二重积分的计算法，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变量可分离的方程及一

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二阶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7、会运用微积分和常微分方程的方法解一些简单的几何学、经济学、物理学问题。 

8、加强基本运算能力的培养，注意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学

生数学思维的培养与训练，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二）《微积分1》任课教师简介 

张丽莉 

职称：讲师 

学历：硕士研究生 

教授课程：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运筹学 

研究方向：常微分方程边值问题 

专业背景 

1996-2000   吉林师范大学    应用数学   理学学士 

2000-2003   东北师范大学    应用数学   理学硕士 

工作经历 

2003-2017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学数学教学 

2018-迄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大学数学教学 

 学术和社会兼职 

2007年   全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 理事 

学术成果代表作 

（一）论文 

1、《Monotone Method for First Order Periodic Boundary Value Problem and 

Periodic Solutions of Functional Difference Equations》，《Journal Memoirs 

o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2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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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notone Method for Second Order Periodic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and 

Periodic Solutions of Delay Difference Equations》，《Applications Analysis》

82(2003) 

3、《Existence Theory for Single and Multiple Solutions to Semipositone 

Discrete Dirichlet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with Singular Dependent 

Nonlinearities》，《J. Applied Math. Stochastic Analysis 》16:1(2003) 

4、《Existence Theory for Single and Multiple Solutions to Singular Positone 

Discrete Dirichlet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to the One-Dimension p-Laplacian》，

《Archivum Mathematicum》40(2004) 

5、《Optimal Existence Theory for Single and Multiple Positive Solutions 

to Fourth-order Periodic Boundary Value Problems》，《Nonlinear Analysis》

7(2006) 

6、《二阶时滞微分方程边值问题的正解》，《数学学报》2（2003） 

7、《带不可微项的减少导映照记值次数的Newton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 

8、《非自治时滞微分方程单重周期正解的存在性》，《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5(2007) 

9、《关于高等数学教学利用网络资源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 

10、《非线性四阶周期边值问题的最优正解》，《数学物理学报》(2009) 

11、《非自治时滞微分方程多重周期正解的存在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12、《数学史教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作用》，《信息系统工程》9(2010) 

13、《一阶时滞差分方程周期边值问题的单调迭代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5(2011) 

14、《关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启示——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信息系

统工程》2(2012) 

15、《离散的Dirichlet-边值问题单个解与多个解的存在性》，《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4(2013) 

16、《基于粗糙集数据挖掘的化妆品客户分层管理》，《中外企业家》7(2016) 

（二）著作 

1、《高等数学（经济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2、《高等数学---经济类》（第2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分册》，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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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持项目 

1、精品课程建设在数学教育中的思考(主持 2008年) 

2、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解的存在性（主持2012年） 

3、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在CRM中的应用(主持2014年)   

获奖情况 

   1、 2007年全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学术活动先进个人奖     

2、 2010年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数学组团体) 

3、 201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4、 2012年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数学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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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院 

一、法语语音 

（一）《法语语音》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法语语音 

法文名称: Phonétique du français 

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 1学分，16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面向刚刚开始学习法语的零基础的一年级本科生。每次课程都包含语音介

绍内容（法语字母表，音符和法语国际音标：元音、辅音和半元音），同时伴有区别

不同读音的练习，还有游戏、视频和歌曲，让学生们理解并掌握新的法语音标和法语

节奏组。 

法文课程简介:  

Ces cours s’adressent aux étudiants débutants en première année qui 

veulent commencer à étudier le français. Dans chaque séance de cours, il y 

a des présentations sonores (de l’alphabet français, des signes graphiques 

et de l’alphabet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 : voyelles, consonnes et 

semi-voyelles ) ainsi que des exercices de discrimination et des jeux, des 

vidéos et des chansons pour appréhender et maîtriserles nouveaux sons et les 

rythmes du français. 

（二）《法语语音》任课教师简介 

郑晨怡，讲师，硕士研究生，教授《第二外语法语1》、《第二外语法语2》、《第

二外语法语3》、《全校公选法语1》、《全校公选法语2》、《研究生法语》。研究

方向是法国教育，成果： 

《法国教育督导制度》、《二外法语课堂教学方法研究》、《颜色在法语词组及常用

语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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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语听力(一) 

（一）《英语听力(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英语听力(一)           

英文名称: English Listening (I)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方向的一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课。课程的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听懂基本单位（如语音、字母、数字、单词、句型等）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学

生在语篇水平上的理解能力和熟练程度，提高学生对所听内容的分析、归纳、综合和

推断能力。       

通过对单项和语篇听力技能的训练帮助学生解决最基本的听力困难；通过阐明语

言和文化背景要点，帮助学生扫除理解方面的难点以及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通过提问、

讨论等方式促进学生的听说综合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English Listening (I)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with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enhancing 

students’ listening abilities.  

 Through exercises of multiple forms, English Listening (I) aims at helping 

students gradually overcome their listening barriers, understand 

conversations of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on normal social occasions, grasp 

the gist, major argument and plot, analyze the speaker’s attitude and tone 

based on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and take brief notes in English;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gist of news broadcast and cultural 

programs like the VOA or BBC Special English.  

（二）《英语听力(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丁莉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与教学法、英语新闻、

http://dict.youdao.com/search?q=compulsory&keyfrom=E2Ctranslation
http://dict.youdao.com/w/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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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主要论文有《母语在外语词汇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论英语教学中的多元文

化教育》、《英语新闻语言倾向性的实例分析》等。 

主要著作有《实用新闻英语写作教程》、《新闻专业英语教程》等。 

 

三、英语阅读（一） 

（一）《英语阅读（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英语阅读（一） 

英文名称：Reading in English（I）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英语阅读（一）选择大量题材与体裁多样的文章，其语言地道漂亮，主题具有

现代生活气息，有很强的可读性，并且能够激发学生对当代文化生活的思考和对阅读

文学作品的热情。同时，课程旨在通过大量的英语文本的阅读与赏析，帮助学生开拓

学习视野，丰富阅读内容，提升阅读品位，培养阅读兴趣，形成用英语进行批判性思

维的基本能力。鉴于所选文本大量来自于英语经典文学与史学作品，经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将初步领会英语人文世界的魅力，从而达到提高英语语言运用能力与增强文

化批判意识的双重目的。 

英文课程简介 

Reading in English（I） offers various English reading materials of 

different contents and genres, the language being good and idiomatic, themes 

depicting modern life, contents very enticing and readable. The aim of the 

course is to inspire students to think ov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literary 

life, and strengthen their interest in further reading in English. Meanwhile,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 in study, enrich their 

reading propensity, deepen their appreciation of English writings, nurture 

their reading interest and basic reading habits, and develop their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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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large quantity of reading 

materials in English. As most reading materials in the course are taken from 

classical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exts,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English humane world, improve their capabil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form their critical sense about 

culture. 

（二）《英语阅读（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杨博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批评、英

文报刊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美国近代媒体对青年华人的形象建构》、《美国媒体中袁

世凯形象的嬗变》、《“客卿”蒲安臣》、《大学生英语报刊阅读需求研究》、《对

外新闻教育中的外语教学模式》等；参编的教材有《英美报刊文章阅读》、《中国社

会与文化翻译教程》、《走近西方文化》等；参编的工具书有《新编多功能英汉大词

典》等。 

承担过多项校级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课题。曾在学校举办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四、第二外语（日语） 

（一）《第二外语（日语）》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日语）           

英文名称:Japanese（as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为日语零基础的同学而开设的第二外语课程，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基本

的日本国概括，掌握日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五十音图、基本的日语句型语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149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178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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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本的日语日常语。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不仅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一定

的译和听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同时为全面提高日语运用能力打下较好的基

础，而且能让学生达到日语能力考试N5级水平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course for Japanese zero-based 

students. The purpo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Japanese 

generalization,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of Japanese, 

master the syllabary, and basic Japanese sentence grammar,basic Japanese 

everyday languag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not only have 

certain reading ability, certain translation and listening ability, initial 

writ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but als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using ability, and can enable students to 

reach Japanese Ability to test N5 level ability. 

（二）《第二外语（日语）》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李晓东 

职称：副教授 

毕业于北京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等相

关领域研究。 

曾发表论文20篇，出版日语辅导书、教材等共49本。 

 

五、第二外语（法语）1 

（一）《第二外语（法语）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第二外语（法语）1            

英文名称: French a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课程属性:专业基础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课程简介: 

二外法语课程以法语语言知识的讲授为重点教学内容。通过规范、系统的法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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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法语语言的各项知识和技能。本课程分四学期，分别为

二外法语1，二外法语2，二外法语3，二外法语4。每学期32学时，每周2学时。本课

程将选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le Nouveau Taxi你好！法语》作为主要教

材。 

（二）《第二外语（法语）1》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Laurence BACHIM 

职称：外教 

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外教，1996年获法国图尔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1998

年获该校对外法语教学专业硕士学位，具备法、中、英跨文化研究的教育背景。 

其教学经验丰富，自1996年至今先后担任法国图尔中学、法国图尔文学大学、外

交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青岛大学等校法语教师，并曾兼任央视法语

频道外籍专家，负责法语新闻稿件校对与编辑，具备国际视野。 

姓名：王鸣凤 

职称：助教 

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职教师，主要负责法语专业学生基础教学工作，毕业于北京

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曾通过北大法语系选拔，赴法国里昂

高等师范学院交流一年，同时任该校汉语外教。 

其主要作品有论文《浅析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超现实主意元素》及译著《多元文

化与民主》。 

 

六、英语听力（三） 

（一）《英语听力（三）》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英语听力（三）            

英文名称: English Listening (III)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旨在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英语视听材料来使学生掌握有效的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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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和策略，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听力能力和听力水平。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理解材

料大意、抓住主要论点和重要细节，根据所听材料进行分析归纳、辨别说话人的态度

和语气，并用英语简要地做笔记的能力。 

课程所选语言材料题材广泛，包括教育、婚姻、影视、农业、医疗、艺术、科技、

经济等各个领域；同时语言材料形式多样，涵盖了对话、演讲、故事、访谈、讲座、

电影、新闻等各种类型。  

课程要求学生能听懂英语国家人士关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谈话，以及中等难

度（如TOEFL中的短文）的听力材料，能理解大意，领会说话者的态度 感情和真实意

图；能听懂相当于VOA正常语速和BBC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细节；能辨别各种英

语变体（如美国英语 英国英语 澳大利亚英语等）。 

英文课程简介: 

English Listening (III)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aimed 

at helping students grasp effective listening strategies and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listening competence through a variety of listening practices.  

 The main objectives are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ies to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and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materials, identify the speakers’ 

attitudes and tones, and make reasonable inferences. 

The course covers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including education, marriage, 

movies, agriculture, medical care, fine arts, technology, business, and etc. 

The subjects a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forms such as conversations, stories, 

lectures, movies and news reports. 

Through the study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daily 

conversations of native speakers, passages of intermediate difficulty, news 

reports from VOA, BBC, CNN at normal speed. 

（二）《英语听力（三）》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王蕙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协助负责人，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和英语教学

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译著《最佳思考者: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 》（独译）、《通过仪式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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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参译4章）；高校教材《中国社会与文化翻译教程》

（主编）和英语辅导用书《英语新大纲新题型备考全攻略》（主编）、《英语阅读高

分突破》（主编）等。主要论文有《透过英语新词看英美青年文化》、《哈佛大学通

识教育对中国高校的借鉴意义》等。 

 

七、英语语法 

（一）《英语语法》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英语语法           

英文名称: English Grammar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约请全国30余所著名高

校百余位英语教育专家，经过深入探讨，成功推出的英语专业系列教材，理念新颖，

特色明显，体系完备，被列入“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其前瞻性、先进性和创新

性等特点受到全国众多使用院校的广泛好评。 

修订后的教材仍保持原有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文化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四大

板块，品种包括基础技能、语言学、文学、文化、人文科学、测试、教学法等，总数

逾200种，几乎涵盖了当前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所开设的全部课程，并充分考虑到我国

英语教育的地区差异和不同院校英语专业的特点，提供更多选择。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语法课，除了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外，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人文、科学素养。总体上代表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

方向和水平。 

英文课程简介: 

English Grammar is a series of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b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hich has invited more than 100 English education 

experts from more than 30 fam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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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The system is complete, and is listed in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national planning teaching materials, because of its forward-looking, 

advanced and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 undefined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dely praised. 

The revised textbook still maintains the original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ultural knowledge and rel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cluding basic skills, linguistics, culture, humanities, tes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so on, a total of more than 200 kinds. It covers almost all the 

courses offered by English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offers more choic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majors i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ew grammar course in English grammar 

not only helps students lay down solid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develops 

students’ undefined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fined speculative ability and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On the whole, it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level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二）《英语语法》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磊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外部教师，主讲大学英语教学、英语专业语法课程。 

主要著作有《四六级历年真题解析》、《红宝书考研英语十年真题》等。 

曾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奖和校级名师的荣誉称号。 

 

八、英文报刊阅读 

（一）《英文报刊阅读》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英文报刊阅读                    

英文名称：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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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任选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英文报刊阅读》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英美等国著名报刊文章的写作手法及文章

组织结构的特点,帮助学生将中英文文章的写作特点加以比较，从而使学生学会快速

捕捉英语文章的主旨、重要细节和结论的技巧，提升阅读理解能力，提高阅读速度；

使学生在常用词汇量的基础上, 加强对比较专业的新闻词汇、句子及其用法的掌握；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不同选材的文章，对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从而扩大

学生的知识面；指导学生开展对有关中国和华人的英文新闻的批判性阅读，培养他们

的对外传播意识和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The course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eading aims at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writing style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s of the 

articles in famous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writing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ews stories, so as to nurture students’ 

abilities to grasp the theme, important details and conclusion of English 

articles and comprehend English articles quickly. It is also intended to 

enhance students’ knowledge in vocabularies and sentences, especially the 

vocabularies and sentences frequently and especially used in news. Moreover,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 through helping them to 

read news articles of various types and about different field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course will guide students to read English news articles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critically to enhance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二）《英文报刊阅读》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杨博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化批评、英

文报刊等相关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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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美国近代媒体对青年华人的形象建构》、《美国媒体中袁

世凯形象的嬗变》、《“客卿”蒲安臣》、《大学生英语报刊阅读需求研究》、《对

外新闻教育中的外语教学模式》等；参编的教材有《英美报刊文章阅读》、《中国社

会与文化翻译教程》、《走近西方文化》等；参编的工具书有《新编多功能英汉大词

典》等。 

承担过多项校级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课题。曾在学校举办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九、中国文化英译 

（一）《中国文化英译》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文化英译           

英文名称: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将笔译与口译相结合，旨在提高学生汉译英的能力和用英语介绍传播中国

文化的能力。课程主要涵盖以下内容：一、文化概论，包括历史地理、文化符号与名

胜古迹；二、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节日民俗和民间工艺；

三、当代社会，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教育与科技、生态环境、对外交流及生活

方式；四、汉译英翻译理论及技巧。 

英文课程简介: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aimed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overall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ir abilities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through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ractices.  

The course consists of four major parts including general introdu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temporary Chinses society and Chinese-English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149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178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http://keyan.cyu.edu.cn/business/product/productView.do?actionType=view&bean.id=paper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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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techniques, in which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will be covered, 

encompassing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cultural symbols, scenic spots,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crafts, customs, politics, 

economy, education, technology, ecology, foreign exchange and lifestyle. 

（二）《中国文化英译》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王蕙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协助负责人，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和英语教学

等相关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译著《最佳思考者: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 》（独译）、《通过仪式抵

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参译4章）；高校教材《中国社会与文化翻译教程》

（主编）和英语辅导用书《英语新大纲新题型备考全攻略》（主编）、《英语阅读高

分突破》（主编）等。主要论文有《透过英语新词看英美青年文化》、《哈佛大学通

识教育对中国高校的借鉴意义》等。 

 

十、法语口语1 

（一）《法语口语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法语口语1            

英文名称: French Conversation 

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 2学分，32学时 

课程简介: 

法语口语课，每周2课时，将由法国外教讲授。法语口语课将选用一些日常生活、

日常交际等场合最常用的典型句型，按专题和情景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多种形式的

口语练习，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法语日常口语，具备初步的法

语会话能力。 

（二）《法语口语1》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Laurence BAC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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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外教 

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外教，1996年获法国图尔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1998

年获该校对外法语教学专业硕士学位，具备法、中、英跨文化研究的教育背景。 

其教学经验丰富，自1996年至今先后担任法国图尔中学、法国图尔文学大学、外

交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青岛大学等校法语教师，并曾兼任央视法语

频道外籍专家，负责法语新闻稿件校对与编辑，具备国际视野。 

 

十一、法语听力1 

（一）《法语听力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法语听力1            

英文名称: Oral French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课程简介: 

法语听力课，每周2课时，将由法国外教讲授。本课程将遵循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

原则，以不同的内容或场景为话题，选取贴近生活的听力素材，开展丰富多样的听力

练习，用多种交流模式提高听力水平。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初步的法语

口语信息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 

（二）《法语听力1》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Laurence BACHIM 

职称：外教 

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外教，1996年获法国图尔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1998

年获该校对外法语教学专业硕士学位，具备法、中、英跨文化研究的教育背景。 

其教学经验丰富，自1996年至今先后担任法国图尔中学、法国图尔文学大学、外

交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青岛大学等校法语教师，并曾兼任央视法语

频道外籍专家，负责法语新闻稿件校对与编辑，具备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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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法语精读1 

（一）《法语精读1》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法语精读1            

英文名称: French Intensive Reading 1 

课程属性: 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 6学分，96学时 

课程简介: 

法语精读是法语专业学生在基础阶段的一门核心课程，该课程兼顾语言基本功的

教学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不仅有助于使学生掌握法语语言的基本

功，同时通过贴近现实生活的交际情境模仿练习和接近真实的语料学习，使学生熟练

掌握对法语语言的运用能力，激发学生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更大兴趣。法语精读教学

分4学期进行，分别为法语精读1，法语精读2，法语精读3，法语精读4。每学期安排

96学时课程，每周6学时，每学期6学分。法语精读课程将选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新出版的《新经典法语》作为主要教材。 

（二）《法语精读1》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吴波龙 

职称：译审 

现任国际关系学院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管理学院

毕业，研究领域为法语语言文化、法国与欧洲经济。 

主要论著有：《欧盟与中国经贸前景的估量》（合著）、《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现

状与发展》（合著）等，主要译著有：《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法

国证券市场》等。 

姓名：王鸣凤， 

职称：助教 

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职教师，主要负责法语专业学生基础教学工作，毕业于北京

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曾赴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交流一年，

同时任该校汉语外教。 

其主要作品有论文《浅析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超现实主意元素》及译著《多元文化与

http://book.kongfz.com/19017/193123742/
http://book.kongfz.com/19017/19312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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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十三、基础英语（一） 

（一）《基础英语（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基础英语（一） 

英文名称：Contemporary College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1)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 

学分/学时：4学分，64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基础课。课程主要任务在于传授系统

的基础语言知识（语音、语法、词汇、篇章结构、语言功能/意念等），训练基本语

言技能（听、说、读、写），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同时指导学习方法，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重点应放在口笔头复用能力的训练上。课程教学坚持精讲、多练、

以练为主的原则，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大量练习，为高年级阶段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The main task of the 

course is to teach the systematic basic language knowledge (pronunciation, 

grammar, vocabulary, discourse structure, language function/idea, etc.), 

train the basic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rain the communicative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n English, guide the learning 

methods,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logical thinking. The emphasis of the 

course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training of the retell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cours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ncise 

lecture and practice, and use various means to carry out a lot of practice,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language skills for the students 

（二）《基础英语（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杨春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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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教授课程：英语专业精读，英语专业听力，

英语小说选读，高级英语视听说  

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累计发表文论30多篇，承担科研课题多项。 

代表作：译著：《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论文：后殖民语境

下的成长寓言——《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科研项目：当代美国青少年小

说多元文化研究。 

 

十四、综合英语（三） 

（一）《综合英语（三）》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综合英语（三） 

课程编码：课程性质：专业必修 

学时：64学分：4 

内容简介 

综合英语是一门综合英语技能课，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英语的能

力，内容涉及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是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核心课程。该课

程主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

英语各种文体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有基本的口头与

笔头表达能力，为高年级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的各种语言交际活动以获得基本的交际技能。 

Intensive Reading is a comprehensive English skill training course aiming at 

cultivating students’ overall English competenc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It is a core course at the foundation 

stage of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skill training and passage 

analysis, this course helps students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skills, understand means of expres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nglish literary styles, expand their vocabulary and get familiar 

with some commonly employed sentence patterns, and master some basic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in order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stud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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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years. This course mainly takes the form of lecturing, an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languag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n 

class to obtain some basic communication skills.  

（二）《综合英语（三）》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刘珊珊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外教研部教师。 

担任英语系精读课与大学英语的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目前已

发表论文十多篇。承担过多项校级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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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院 

一、宪法学 

（一）《宪法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宪法学            

英文名称: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宪法学》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旨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对法律人才的需要，全面提高我国法律人才的素质。通过本

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对宪法理论和制度、尤其是中国宪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有一个

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解和掌握。本课程重点讲授了：宪法一般理论；宪法发展史；国家

性质和国家形式；经济制度和精神文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构

的组织机构、构成、权限和运行规则，与中央和地方关系。 

英文课程简介: 

The Constitutional Law is a core course for the discipline of law in 

advanced educations. The purposes of the course a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o produce more lawyers contributing for 

constructing ou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By tak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get a general and systematic 

pictur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is course will be developed in following aspects: 

the general theory of Constitution, th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f Constitution, 

the na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Stat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nd spiritual 

culture, citizen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 States Organs’ 

structures，competences and function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the Head of State, the Stat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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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s Supreme Court and the People’s Supreme Procuratorat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regions. 

（二）《宪法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马岭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专业领域为宪法学。现担任中国宪法学会副

会长、中国比较法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宪法原理解读》、《宪法权利解读》、《宪法权力解读》，发表学术论

文百余篇。  

    承担过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编号：15ZDA02），已结项；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监察委员会

体制与机制研究》（编号：17BFX002），在研；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

法律文化中的治理规范研究》，在研。 

     姓名:莫纪宏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和硕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宪法、行政法，国际

人权法学等。目前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国际宪法学协会副主席、中国宪法学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等。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宪法学原理》、《实践中的宪法

学原理》、《为立法辩护》、《宪法审判制度概要》以及《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

代表性学术论文有《审视应然性—一种宪法逻辑学的视野》、《论宪法原则》等。 

担任了近三十个中央及北京市和地方国家机关的立法顾问。参加了上百项国家立法起

草工作。2004年被评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13年入选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全国“五五”普法中央讲师团成员，中国法学会“百

名法学家报告团”成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律咨询专家，

北京市依法治市宣传顾问等。 

姓名:刘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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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分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

法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法

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中国近代宪政思

想史、国际人权法学。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等。 

 

二、法理学初阶 

（一）《法理学初阶》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法理学初阶            

英文名称: Initial Stage of Jurisprudenc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法理学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并且为法律提供价值上的指导。

法理学初阶课程的基本教学任务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与法律本质、特点、功能、法

学基本概念有关的基本理论观点，了解法律的发展变化历程，认知、理解和阐释法律

运作体制的原理。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学习更为复杂的法学理论以及部门法

知识打好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Jurisprudence is the general theory, basic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law, 

and provides the guidance for the value of law. The Basic objective 0f Initial 

Stage of Jurisprudence i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obtain 

a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basic theories and views concerning essence of law,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and basic legal concepts, and learn abou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w and know,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the legal framework. This course also prepares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9%99%A2%E5%9B%BD%E9%99%85%E6%B3%95%E7%A0%94%E7%A9%B6%E6%89%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F%91%E4%BB%A3%E5%AE%AA%E6%94%BF%E7%90%86%E8%AE%BA%E7%9A%84%E7%89%B9%E8%B4%A8%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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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or their further study of the more complicated legal theories and 

the knowledge of department of law. 

（二）《法理学初阶》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王莉君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哲学、比较法学、法

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担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

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法联重大疑难案件研究中心研究员，首都法学

法律高级人才库专家。 

主要著作有《权力与权利的思辨》、《法律规范研究》等。主要论文有《论权力

与权利的一般关系》、《法学基础范畴的重构》等。 

姓名：支振锋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网络与信息法研

究室负责人，兼任《人民日报》评论部顾问专家。研究方向为法治建设，比较政治，

网络空间治理与法治，司法改革等。 

主要著作有：《驯化法律：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西方法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等。主要论文有《法治建设的成败之道》、《创造中国法学的世界时刻》、《法律的

驯化与内生性规则》等。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网信办、

教育部、司法部等部门委托重大研究或调研课题若干。 

 

三、中国法律史 

（一）《中国法律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法律史 

英文名称：Chinese Legal History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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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程简介： 

中国法律史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各个王朝与近代各个历

史时期中，相关法律思想、制度的产生背景、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及其本质，以及中

国古代与近代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状况，把握中华法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发

展演变历程，认识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规律，掌握中国传统法律从古代

到近代的转型及其艰难历程，为进一步学习各部门法的理论知识奠定基础。 

英文课程简介： 

Chinese Legal History could help student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ackground, guiding ideology, Contents and 

essence of law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history,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judicial activities in ancient China; grasp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now about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volvement law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from ancient China to modern 

China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in department laws. 

（二）《中国法律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张生 

职称：教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史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

京市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于201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曾获“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首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称号。 

曾在《法学研究》、《法学家》、《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行政法学

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学术著作、译著多部，系马克思主义建设

与研究工程“中国法律史”学科专家。 

姓名：苗鸣宇 

职称：副教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师，兼任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教育专业

委员会常委；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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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民事习惯与民法典的互动：近代民事习惯调查研究》、《实案型民

商事法律诊所研究》等。在《人民司法》、《青少年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

篇。 

 

四、普通心理学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普通心理学            

英文名称: General Psychology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心理学家致力于描述、解释和预测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过程。普通心理学是关于研

究正常成人心理的最一般规律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心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心

理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特征的基本原理。它既概括了各个心理学分支心理学的

研究成果，又是各个分支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理论基础。它是一门基础的、入门的心

理学，也是心理学的主干。 

英文课程简介: 

Psychologists try to describe, predict, and explain human behavior and 

mental processes. The general psychology i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adult’s  

behavior and mental processes. The range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cluded 

psychological process, psychology and individual mind. It generalized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subfields of psychology. It also 

provided   psychological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 for subfields of 

psychology. The general psychology was an introductory subject, but it was 

a main subject of psychology. 

（二）《普通心理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周少贤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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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生毕业，主要从

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治疗等相关领域研究。曾担任过北京市教委高校心理学

教师资格认定中心特聘专家。 

主要著作有《儿童与儿童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等。承担过多项市级及校

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十余篇，还获得团中央、北京市教委及校级的多个荣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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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一、政治学 

（一）《政治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政治学        

英文名称: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政治学是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既包括政治分析知识也包括政治操作知

识。本课程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的互动为基础，从制度、行为、文化及发展为基本

面向，具体讲授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国家与政府、政党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政

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等知识，使学生通过学习政治学，了解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和知识，

掌握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政治分析的一般方法，在训练自己的政治思维的过程

中，培养其公民意识、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分析水平，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 

英文课程简介:  

Politics is a discipline to study political phenomena and its laws, 

including political analy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working 

knowledg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ivil right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s-behavior-culture-development, the 

course focuses on such teaching contents as civil rights and public 

power,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interest 

group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nabl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tents and 

knowledge of politics,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general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political thinking, 

the students’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skil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 be cultivated. By doing s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ll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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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高旺 

职称：教授 

高旺，1965年生于河北行唐， 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获

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主要讲授课程为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学、基层民

主与社区治理专题研究、政治社会学等；主要研究方向是乡村政治、公民教育与公民

参与、中国政府与政治等；主持和参与教育部、司法部、团中央及地方政府等课题多

项。主要著作有《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村级治理：制度与绩效》（合著）、《社

会场域中的政治》（合著）等；在《青年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二十一

世纪》（香港）、《领导者》杂志（香港）、《青年研究学报》（港）、《天津社会

科学》、《河北学刊》、《东岳论丛》、《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北京行政学院学

报》、《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中国青年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刊

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姓名：房宁 

职称：研究员 

房宁，男，1957年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2006年加入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2007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起担任监察部特约监察员，2005年参加

起草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2010年9月，为中共十七

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13年

4月，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讲解《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长期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

主要著述包括《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成长

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少年国家民族意识研究》 、《论民族主义思潮》 、《民主的

中国经验》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4%BF%E6%B2%BB%E5%AD%A6%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4%B8%AA%E4%B8%80%E6%89%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1%E5%AF%9F%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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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学 

（一）《管理学》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管理学            

英文名称: Management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作为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介绍管理学的主要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增强学习、研究、应用管

理学的能力。课程根据管理学的实践特点，采用案例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的

同时也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管理实践的主要工具，具备成为一名管理者的基本

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Management is the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of social science majors. The 

course will introduce the important frameworks of theories and knowledge of 

management, by teaching from teachers, students will know well about 

management. Students should master the main constructs,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researching and practic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nagement, case studying will be one important method using 

be teacher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 resolve problems during learning. The 

course want to make students to be good managers. 

（二）《管理学》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苏雪梅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老师，主要从事组织理论相关领域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组织文化与认同、组织政治、制度理论等。讲授课程包括《管理学》、《战

略管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管理学著作导读》等。 

主要著作有《组织文化与员工认同：理论与实证》、《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传承》

等。主要论文有《组织政治、社会资本投资行为与员工职业发展》、《员工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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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认同与组织公民行为——基于中国科技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组织的正式化

及其限度》等 

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学校重

大课题一项，参与过多项企业横向研究课题。 

姓名：江鸿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战略管理和创新创业相关研究。在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ystem 

Dynamics Review、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管理世界》、《经济管理》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曾获2016

年美国管理学会年会TIM组（技术与创新组）最佳论文奖。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中国政治思想史            

英文名称: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政治学学科体系的

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政治学知识的积累过程，熟悉中国政治思想传

统中的核心概念、重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理解政治思想与政治演进的互动关系，提高

政治思维能力，关注并发掘有助于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政治价值塑造、政治制度构建

的思想资源。 

英文课程简介: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is a required course of the major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basic course for 

further studying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political theory.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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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teaches the beginning,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ancient 

political thoughts.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know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politics, be familiar with the important concepts, 

academic schools and think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s, 

and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is course is also committed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discover more political resources about 

making China a better country.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任玥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师，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

理论专业，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政治监督与监察、行政伦理等

方面的研究。在《贵州社会科学》、《政治思想史》、《原道》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

篇。主要论文有《章士钊的政治行动观》、《“孝”与“忠”的双重变奏——从忠孝

关系的演变看儒学传统的历史实践》。 

姓名：刘九勇 

职称：助理研究员 

2017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

业博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方

面的研究。在《中国哲学史》、《兰州学刊》、《孔子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要论文有《明清之际的两种“公”的观念——从黄宗羲、王夫之比较的视角》、《理

想人格下的“正”“反”原旨与误用——<老子>“阴谋说”的辩证逻辑溯源》。 

 

四、西方政治思想史 

（一）《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西方政治思想史           

英文名称: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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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3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本课程以西方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

按历史进程（时间）与区域、国度（空间）相结合的“时空式”框架，系统介绍西方

政治思想的历史演变。 

本课程主要包括三大时间板块共计十六讲内容。古代板块包括古代希腊政治思

想、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政治思想，中世纪板块主要是中世纪政治思想，近代板块包

括16世纪西欧政治思想、17欧洲大陆政治思想、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18世纪法国政

治思想、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保守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

19世纪的社会主义流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研究，使学生全面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提高政治

文化水平，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观点、

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增强政治敏锐感和政治鉴别力，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价

值观、权利观等。 

英文课程简介: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is a major course political 

science. This course tak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ime combined with regional and country,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This course mainly includes three time plates for a total of 16 lectures. 

Ancient plate including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The middle 

plate is mainly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modern plate 

including 16th-century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17thcentury continental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the 17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ideology, the 

18thcentury French political ideology, the 18th century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the conservat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t schools in th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is course of study and research, the students could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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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ulture, to master the rul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learn to apply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strengthen 

political sensitivity and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firmly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political values, rights, etc.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周少来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现任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当

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民主与民主化理论研究。    

曾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参与撰写论著10部。个人专著代表作：《人性、政

治与制度——应然政治逻辑及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当

代中国政党、国家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东亚民主生成的历史

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曾参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政治学

领域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国家吏治改革研究”、“东亚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

等重大课题的调研和研究工作。参与多种与地方政府合作项目。先后赴全国20多个省

市的50多个县区进行国情实践调研。     

主持过重点课题：“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东亚民主转型的理论问

题研究”、“杭州的实践创新与民主治理”。    

姓名：何涛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主要代表

作有，参与编写《西方政治哲学史》，撰写“路德与加尔文：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

—政治思想” 一章。译著，《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论文：《加尔文政治思

想研究路径反思——论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对加尔文的误读》 ，《从

霍布斯与愚人之争反思霍布斯的人性理论》， 《愚人之争视野下的霍布斯自然法理

论反思》；《从无支配自由到论辩式民主：佩迪特的共和主义国家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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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学院 

一、新闻采写基础 

（一）《新闻采写基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新闻采写基础 

英文名称：Basic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6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这门课是新闻专业学生入校后的第一门专业课，也可以说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启蒙

课程。本门课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对新闻业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必不可少的

功能有明确知悉；使学生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特征和基本素质要求有清楚了解；使

学生熟悉客观性法则、三方求证法则、平衡报道法则，准确清晰地交代消息来源等基

本报道规则；使学生对新闻采访的主要步骤和技巧有较好掌握；使学生能够快速运用

微博、微信、博客、人脉、数据库搜索等多种工具找人；使学生对提问、新闻发布会

采访、观察、跟随、专访等多种采访实践手段有较为熟练的运用并可以操作基础的新

闻写作。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journalism major students. 

It also can be said the enlightening course for journalism students. The main 

task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function that journalism plays in the entire social system; to 

enable student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 news reporter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ccupation;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Objectivity rules , three-party verification rules , balanced 

coverage rules, clear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sources and other basic 

coverage rules;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main steps and skills of news 

interviews; enable students to quickly find people using Weibo, WeChat, blog, 

People, database search and other tools；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 more sk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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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various interviewing practices such as questions, news conference 

interviews, observations, follow-ups, and interviews, and can operate basic 

news writing. 

（二）《新闻采写基础》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刘津 

    职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媒体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供职《北京晨报》

总编室。从事新闻实务、网络传播研究。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五星级学生媒体《青春报》

指导老师。 

著有《博客传播》、《21世纪时尚人生存手册》、《想象无边》等，主要论文有

《悲剧性事件家属报道中记者的伦理抉择》等。 

 

二、新闻与传播导论 

（一）《新闻与传播导论》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新闻与传播导论            

英文名称: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介绍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本理

论、研究方法和媒介实务。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新闻传播产生与

发展的基本知识，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了解新闻传播活动与主要媒介

的发展流变及其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提高媒介素养、夯实研究基础，而且基

于该课程具有的操作性和前沿性的显著特点 ，还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

和实战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explores basic theory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t focuses on the basic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media 

practic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rom one perspective,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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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hat the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s communication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Views on Journalism. In addition, the course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ain media in news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o improve students' media literacy. As for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bility and cutting-edge, this course plays a 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novative ability and 

actual combat ability. 

（二）《新闻与传播导论》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尹韵公 

职称：研究员 

男，1956年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体系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原所长。国家“万人计划”

工程首批入选者；国家社科规划办新闻学科组评审召集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

播学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和成员；中央文宣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央直接联系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津贴。 

姓名：黄楚新 

职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博士，博士生导师。 中央电视台

节目评价专家，《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新媒体蓝皮书)副主编，《中国报业》杂志

学术顾问。 

出版专著：《新媒体：融合与创新》、《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嬗变与重

构：中国IPTV发展现状与走势》、《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 

主编：《新媒介素养》、《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报道》、《媒介融合背景下的

传媒创新》等著作。在全国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当代传

播》、《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青

年记者》、《中国报业》等杂志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转载。 

https://baike.so.com/doc/4505471-4715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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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传播的现状、前景及其影响和对策研究》及多项国

家部委科研项目。   

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社会化媒体、品牌传播、媒介经营管理 。 

姓名：漆亚林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负责人，新闻学硕士点学科点负责人、硕士研究生

导师，传媒经济学博士，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后。兼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华莱坞电影学会

理事、中国认知传播学会理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CETTIC网络舆情分析职业培训”

特聘专家、千龙网新媒介素养研究院特聘专家。曾担任过多家报纸的副总编辑和总编

辑以及北京都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出版专著：《中国电视剧农村女性形象研究》、《模式与进路：中国都市报发展

战略研究》；在《现代传播》、《中国电视》、《暨南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40

多篇论文，《逻辑·理念·模式:媒体融合的中国道路》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环境传播场域冲突机制与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以及多项委托项目；获研究生教育“五个一”创新实践项目支持计划(2016)。 

2016年获得校级“优秀教学质量奖”；2015年获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

“优秀指导老师”称号；获第八届、第九届“我爱我师”新闻传播学院“最受欢迎奖”。 

研究领域：新闻实务、传媒经济、媒体融合 

吴玥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讲师，美国康涅狄格大学（UConn），人文与科学

学院，传播系，博士（导师Dr. David J. Atkin, Dr. Carolyn A. Lin, and Dr. Diana 

Rios），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SU），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共关系系，硕士（导

师 Dr. Keith Adler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项目管理，学士（导

师易成栋博士）。主要授课：新媒体工作室、新媒体概论、跨文化传播、专业英语，

传播社会学。参加了多场国内外颇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组织并主持中国社会科

院大学与美国维诺纳州立大学学术交流活动。 

学术成果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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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Y., Mou, Y., Wang, Y., & Atkin, D. (2018). Exploring the de 

stigmatizing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homosexuality in China: an 

interpersonal mediated contact versus parasocial mediated contact.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SCI), 28(1), 20-37. 

 Chen, H., Wu, Y., & Atkin, D. J. (2015).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Internet 

pornography in Chin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SSCI), 32(4), 

823-833. 

 易成栋, & 吴玥. (2010). 中国房地产学术期刊影响力分析. 城市发展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 (2), 140-146. 

主持201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青少年亚文化传播研

究”，获得校级留学归国人才科研支持。 

研究领域：数字媒体，电子游戏，流行文化 

 

三、影片读解 

（一）《影片读解》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影片读解            

英文名称: Film Analysis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32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基于电影元素和电影类型分析，带领学生进入电影艺术这美好的视听世

界，进行独特的艺术探寻和专业分析。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电影元素，

如主题、人物、故事、结构、语言等，在掌握基本概念的同时，学会具体分析一部影

片的视听语言特点；进而结合不同的类型电影，尝试分析不同作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

影响。在培养学生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基础上，力求提升学生电影分析的专业知识

和人文素养。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ilm elements and film typ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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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he students into the beautiful audio-visual world of film art and carry 

out unique artistic exploration and professional analysis.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lements of film, such as theme, 

character, story, structure, language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can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sual and audio-visual language of a 

film, and then try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meaning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lms. On the basi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aesthetic ability, the course strives to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of film analysis. 

（二）《影片读解》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罗自文 

职称：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影视传播、新媒体和传媒教育等相

关领域研究。兼任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舆论监督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

进会传播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评审专家组成员，千龙网新媒介素养

学院特约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高

校新闻出版类专业群教学协作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媒介社区中的聚众传播：一种传播形态的新范式》、《新型部落的

崛起：网络趣缘群体的跨学科研究》等。主要论文有《网络趣缘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传

播模式研究——基于6个典型网络趣缘群体的实证分析》等。 

承担过《新媒体和青年政治参与》、《网络趣缘群体中的聚众传播机制及其社会

整合功能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参与的教改项目获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姓名：冷凇 

职称：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

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影视传播、国际传播和节目研发等相关领域研究。兼任国家广

电总局、央视及多省市电视台特聘教授，多家大型影视传媒公司特聘总顾问、总编辑，

国际电视节目模式创新研发专家，多档央视及卫视大型季播节目总策划人，新闻节目

策划人，国际艾美奖，中国多项电视奖评委，硕士期间曾留学英国获传播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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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新形势下媒体国际传播与话语权竞争》、《西方电视审美文化》等。

主要论文有《十年成败——国际电视节目本土化历史与趋势研究》等。 

曾任《传承者》总导演、总策划人，参与策划《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大型季

播节目，有7部纪录片获得不同评奖活动的奖项。 

姓名：张建珍 

职称：副研究员 

张建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影视文化与传播、电视节目形态和节目模式。曾任北京电视台总编室节目研发与宣传

顾问，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评审专家，BBC环球中国制作中心副总裁，乐正传媒

首席专家。 

主要著作有《谁比谁真实——电视新体验》、《全球电影产业与文化格局研究》

等。主要论文有《影像现实：媒介时代的情境喜剧》等。 

历任《飞天传奇》总导演兼执行制片人，浙江卫视王牌综艺节目《中国梦想秀》、

东南卫视大型选秀节目《欢乐合唱团》、中国第一档汽车娱乐节目《TOP GEAR 最高

挡》以及大型人际互助节目《一百万梦想》等节目的模式制作人。 

姓名：文先军 

职称：讲师 

文先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教师，主要研究影视传播、电影（故事片）

剧本创作及导演艺术创作。 

1995年担任电视电影《乡间旧事》执行导演（导演：高雄杰）。2008年导演独立纪录

片《奶奶的葬礼》（60分钟）。2009年导演独立剧情片《飞机》（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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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教研部 

一、大学计算机基础 

（一）《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大学计算机基础            

英文名称：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课程属性：公共必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实证思维、逻辑思维和计算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三大思维。计算机

的出现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手段，以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

科学为基础的计算思维已经成为人们必须具备的基础性思维。因此，本课程不仅要传

授、训练和拓展大学生在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更要展现计算机思维方

式，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这也是当前大学计算机教育

的核心人物。 

课程包括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基础理论篇以培养计算思维能力为目

的，从认识问题、存储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组织内容，认识和理解计算思维的本质，

以及通过计算机实现计算思维的基本过程。实践应用篇以理解计算思维为目的，从计

算机的常用软件入手，强化实践，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Positive thinking, logical thinking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re the 

three major thinking modes for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provides a more effective means for human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based on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science has become a basic thinking that 

people must have. Therefore, this course not only teaches, trains and expands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omputer, 

but also shows the way of computer thinking, improves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strengthens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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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is also the core character of current university 

computer education. 

The course includes two aspects of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basic theory section aims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organizes the cont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cognizing, stor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recognizes and understands the essence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realizes the basic process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by computer. 

The purpos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to underst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Starting from the common software of computer, it strengthens practice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computer. 

（二）《大学计算机基础》任课教师简介 

大学计算机基础授课团队： 

宿培成，副教授 

翟剑锋，讲师 

鞠文飞，讲师 

蒋欣兰，博士，讲师 

张戈，讲师 

徐卫克，讲师 

吴蓓，讲师 

朱俭，博士，讲师 

盖赟，博士，讲师 

 

二、Excel与数据分析 

（一）《Excel与数据分析》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Excel与数据分析            

英文名称：Excel and Data Analysis 

课程属性：通识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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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课程简介： 

本课程结合现代企业决策与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较全面地介绍了Excel强大的

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在企业决策和管理中的应用。内容分为十五章，分别介绍了数据

输入，数据的格式化，排序、筛选与分类汇总，数据透视表，公式与函数，图表，Excel

与外部数据库的交互，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抽样与问卷调查数据的处理，生产决策

数据的处理，经济数据的处理，销售数据的处理，财务管理数据的处理，商务决策数

据的处理和工程数据的处理。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Excel强大的表格处理功能，并使用它进行各

种数据处理、统计分析和辅助决策，从而实现高效办公。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combin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 and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Excel's 

powerful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functions in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and management. The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fifteen chapters. It introduces 

data input, data formatting, sorting,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PivotTable, formulas and functions, charts, Excel and external database 

interaction, data analysis tools,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processing, production decision data processing, economic data processing, 

sales data process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data processing,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data processing and engineering data process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master Excel's powerful 

table processing function, and use it for various data process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so as to achieve efficient office. 

（二）《Excel与数据分析》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宿培成 

职称：副教授 

计算机教研部主任，美国丹佛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成员，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得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分析与处理、智能计算。 

开设课程有《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基础》、《平面媒体设计》、《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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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分析》、《书报排版》、《商务智能》等，著有教材6本。 

 

三、Python程序设计 

（一）《Python程序设计》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Python程序设计            

英文名称: Programming with Python 

课程属性:公共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的高级编程语言，具有简单易学的特性。Python具有大量

功能强大的第三方库，能够满足各专业的需要，其实用性非常强。数据处理和数据分

析是Python的主要领域之一。本课程主要讲解Python的基础语法，包括语句结构、函

数、数据结构、类、文件处理等，能够覆盖Python等级考试中的大部分知识点。除此

之外，课程还包括了很多实用案例，通过学习这些案例能够更好的掌握Python。 

英文课程简介: 

Python is an object-oriented, high-level programming language with 

easy-to-learn features. Python has a large number of powerful third-party 

librari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each major and are very practical. Data 

processing and data analysis are one of the main areas of Python.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basic grammar of Python, including statement structure, 

functions, data structures, classes, file processing, etc., covering most of 

the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NCRE of Python. In addition, the course also 

includes a lot of practical cases, you can better master Python by learning 

these cases. 

（二）《Python程序设计》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徐卫克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计算机教研部教师，自2005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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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工作以及网站开发和数据分析相关研究。讲授过的课程

包括《大学计算机基础》、《数据处理基础》、《计算机通识》，《Python程序设计》

等。 

 

四、网页制作 

（一）《网页制作》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网页制作            

英文名称:Web Design 

课程属性:公共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本门课程为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网页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主流

网页基础技术和相关软件的介绍，掌握基本的网站网页制作技术。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网页制作基础知识、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CSS层叠样式表、

JavaScript与JQuery、网页美工、Dreamweaver网页编辑、Web服务器、内容管理系统

CMS、移动平台网页制作和网页设计前沿技术。 

计算机教研部针对课程编写了针对网页制作课程的上机实验指导书，此实验指导

书随产业技术的更替和课程建设发展逐年进行改版。 

通过学习此课程，学生可以较全面地掌握网页制作的基本技术和常用软件，熟悉

网站建设和网页编辑技术。 

英文课程简介: 

Web Design is a public electiv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main goal of the course is to master the basic Web page technology through 

experiences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related softw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course includ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Web page 

design,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 JavaScript 

and JQuery, Photoshop, Dreamweaver, Web server construction,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CMS, mobile platform Web page making and Web design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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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research has written an 

experimental guidance book on the course of Webpage production for the course. 

The guide book is revised year by year with new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and 

idea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 basic technology of Web page production and common software, 

familiar with Web site construction and Web page technology. 

（二）《网页制作》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鞠文飞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教研部教师，主要从事计算机公共课教学和网页制作、开

放源码软件应用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高校教材《Linux操作系统实用技术》、《计算机实用软件教程》（副

主编）、《大学计算机基础》（参编），译著《J2EE应用和IBM WebSphere》（第二

译者）等。主要论文有《微信公众平台教学辅助环境的运营数据分析》等。 

主要承担课程有公共必修课《大学计算机基础》，公共选修课《数据处理基础》、

《网页制作》等。 

 

五、信息检索 

（一）《信息检索》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信息检索   

英文名称: Information Search 

课程属性:公共选修课 

学分/学时:2学分，48学时 

中文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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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即增强其信息意识、培养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

最相关的信息的能力，提高其利用信息检索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与研究各方面问题

的能力。 

本课程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展现了信息检索在衣食住行、学习与

工作、论文撰写、人脉检索等方面的应用。同时，课程讲授网络信息检索的基本方法、

搜索引擎等工具的使用技巧、解决实际问题的流程。课程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

信息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which is to 

enhance their information awareness,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find the most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e shortest tim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u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to solve problems in life, study, work and research. 

This course is a practical and highly versatile course. It shows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 food, clothing, housing, study ，

work, paper writing and personal 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rse teaches 

the basic method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e use of tools such as 

search engines, and the process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is course, 

we hope to maximiz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二）《信息检索》任课教师简介 

姓名：朱俭 

职称：讲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计算机教研部教师，北京市科委课题评审专家，主要从事信

息系统集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领域研究。 

主要著作有《文本情感分析关键技术研究》、《计算机搜索技术及技巧》等。主

要论文有《基于集成情感成员模型的文本情感分析方法》等。 

作为发明人获得已授权各类专利8项，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7篇，连续5年指导学

生团队参加华北五省及港澳台计算机应用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