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政治专业培养方案（2020 版） 

（030202） 

一、专业简介 

国际政治专业是东北亚学院的重点发展专业，本专业除开设政治学原理、国际政

治学概论等传统的国际政治专业基础课程之外，重点突出东北亚特色和学科交叉融合

特色，系统开设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

域经济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海洋政治学、东北亚各国海洋战略、东北

亚政治与外交、东北亚历史与文化、东北亚经济与贸易、专业英语以及以国别分类的

政治、外交、经济、历史、语言等相关课程等。同时，国际政治专业提供系列的全英

课程，并根据情况提供海外学习经历。 

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将集中学习专业英语以及东北亚国家语

言，达到英语精通且至少能够熟练运用一门东北亚国家语言的水平，成为服务于东北

亚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专门型”与“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张蕴岭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组建起了一支国际化水平高、专业领域齐全、梯队结构合

理的优秀教师队伍。国际政治专业现有教授 6人，副教授 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人、

硕士生导师 8人；另有外籍教师 1人，美、日、韩、俄、澳、蒙等国客座教授 11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具备优良道德品质；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

养和国际政治专业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理

论思考、调查研究、政策分析等方法；精通英语并可熟练运用一门东北亚国家语言进

行交流；能够胜任中央和地方政府涉外相关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国际组织、民间

智库机构、国际化公司、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等的实际管理、外交、外事、外宣、国际

市场开拓、教学和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国际政治专业高级专门人才，并为硕士、博士研



究生教育以及出国留学提供优质生源。 

 

三、毕业要求  

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掌握国际政治与经济、东北亚

政治、经济与外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方法；通晓国家政策方针，知晓国内外政治经

济形势和相关信息；具备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实际操作、协调组织等方面的基本能

力。 

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 

1.1 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政治学、国际政治与经济以及相邻专业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并能具体应用于分析和实践。 

1.2 学习并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发展状况、对外贸

易政策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并能具体应用于分析和实践。 

1.3 学习并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能够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1.4 学习并了解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能够用于学习和实践。 

1.5 学习并掌握具有一定的外语语言基础，且除母国语言之外还需能够熟练使用 1门

东北亚国家的语言，并能够实际应用于学习和实践。 

毕业要求 2：能力要求 

2.1 能够了解国际政治与经济理论发展的动态，具有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的基本能力及较强的创新能力。 

2.2 能够较好地表达、演讲、展示、交流，具有较强的传播沟通能力。 

2.3 能够展开团队协作，具有较强的协作能力。 

2.4 能够良好地运用所学知识，具有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及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2.5 能够掌握文献检索、归纳分析、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具备一定的科学研

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毕业要求 3：素质要求 



3.1 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并掌握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备良好的政治和思想素质。 

3.2 能够根据国际政治本科培养要求，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 

3.3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参与学科竞赛与实习实践活动，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与实践

素质。 

3.4 能够加强身体锻炼和意志磨炼，体魄和心理健康，具备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3.5 能够理解和尊重他人，参与团队合作，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素质。 

 

四、核心课程设置 

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理论、

地缘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海洋政治学、东北亚各国海洋战略、东北亚政治与外交、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东北亚经济与贸易、专业英语以及以国别分类的政治、外交、经

济、历史、语言等相关课程。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含主要专业实验） 

国际政治班设置国际事务模拟实训（模拟联合国、模拟新闻发言人等）、创新创业

教育实训、职业生涯规划、研究设计等内容丰富的实践课程。其中为期 4周的毕业实

习，由学院统一安排，引领学生与国内外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如外事部门、知名大型

企业、国际组织等建立联系，从根本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六、毕业学分：153 学分  

七、标准学制 ：4 年 

    允许最长修业年限：6年 

八、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九、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 

课程

性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占总学分 

百分比 

必 

修 

课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理论教学 18 

26 

288 

512 

11.76% 

16.99% 

实验

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1 32 0.65% 

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0 0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课程 3 64 1.96% 

独立设置实践课程 4  128 2.61% 

学科

平台

基础

课程 

理论教学 20 

20 

320 

320 

13.07% 

13.07% 

实验

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课程    

独立设置实践课程    

专业

必修

课程 

理论教学 62 

76 

992 

1248+ 

6周 

40.52% 

49.67% 

实验

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课程    

独立设置实践课程 14 256+6周 9.15% 

选 

修 

课 

专业

选修

课程 

理论教学 19 

19 

304 

304 

12.42% 

20.26% 

实验

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课程    

独立设置实践课程    

通识

教育

核心

课程 

理论教学 10 10 160 160 6.54% 

实验

教学 

课内实验课程      

独立设置实验课程      

实践

教学 

课内实践课程      

独立设置实践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2 2 32 32 1.31% 

毕业要求总合计 153 2576+6周 100% 

注：专业选修课程只需填写最低修业要求学分与学时数据。 

 

 

 

 

 

 



十、国际政治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课程号/课程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总学时分配 
考核方
式 

开
设
学
期 

备   注 
理论教
学 

实验
教学 

实践
教学 

实践
周数 

2911019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考试 1  

29310010 体育（1） 1 32   32  考试 1  

29510020 军事理论 2 32 32    考试 1  

2911016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8    考试 2  

29310020 体育（2） 1 32   32  考试 2  

29410040 计算思维 3 64 32 32   考试 2  

2911013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8    考试 4  

29310030 体育（3） 1 32   32  考试 4  

29310040 体育（4） 1 32   32  考试 5  

2911018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80 48  32  考试 5 课外 32学时 

2911033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3 64 32  32  

考试 
7  

小   计 26  512 288 32 192     

通 
识 
教 
育 
核 
心 
课 
程 

 国学修养课程模块 2 32 32     
1-1

1 
任选 2学分 

 创新创业课程模块 2 32 32     
1-1

1 
任选 2学分 

 艺术审美课程模块 2 32 32     
1-1
1 

任选 2学分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

技术、信息社会 
6 96 96     

1-1
1 

 

小计 10 160 160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00090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 2 32 32     
1-1
1 

任选 2学分 

小计 2 32 32       

学 
科 
平 
台 
基 
础 
课 
程 

26020210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2 32 32    考试 1  

26036000 国际关系史    2 32 32    考试 1  

26031660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32 32    考试 2  

26031650 世界经济概论  2 32 32    考试 2  

26031640 外交学导论  2 32 32    考试 2  

26020230 东北亚经济与贸易 2 32 32    考试 2  

26020220 东北亚政治与外交 2 32 32    考试 4  

26031680 政治学原理  2 32 32    考试 4  

26031060 西方政治思想史  2 32 32    考试 5  

26031700 国际组织概论  2 32 32    考试 5  

小计 20 320 320       

专 
业 

专 
业 

专
业

26030790 新生研讨课 2 32 32    考试 1  

26030960 专业英语(1)                6 96 96    考试 1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基
础
课
程 

26030380 第二外语(1)   4 64 64    考试 1  

26030390 第二外语(2)   4 64 64    考试 2  

26030970 专业英语(2)   6 96 96    考试 2  

26031630 中国对外关系史 2 32 32    考试 4  

26030980 专业英语(3)  6 96 96    考试 4  

26030400 第二外语(3)  4 64 64    考试 4  

26030420 第二外语(4)   4 64 64    考试 5  

26030990 专业英语(4)   6 96 96    考试 5  

26032360 企业考察与调研 1 32   32  不考试 7  

26031790 创新创业教育实训 1 32   32  不考试 7  

26031870 职业生涯规划 1 32   32  不考试 8  

26032320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1 32   32  不考试 8  

26032310 大学生系列学术讲座 1 32   32  不考试 11  

小  计 49 864 704  160     

 说明：专业必修课和学科平台基础课是指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必修课程。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26031750 东北亚各国海洋战略     2 32 32    考试 1  

26031050 国际政治学概论  2 32 32    考试 4  

26031670 对外政策分析 2 32 32    考试 4  

26031720 国际法概论  2 32 32    考试 4  

26031740 国际关系理论   2 32 32    考试 4  

26020260 国际政治经济学  2 32 32    考试 5  

26031690 比较政治学 2 32 32    考试 5  

26031710 当代国际关系  2 32 32    考试 5  

26031861 海洋政治学（双语） 2 32 32    考试 7  

26031800 国际事务模拟与实训(1)    1 32   32  不考试 7  

26031880 国际事务模拟与实训(2)     1 32   32  不考试 8  

26032330 研究设计  1 32   32  不考试 8  

26020110 毕业论文(设计)  4 4周    4周 不考试 11  

26020120 毕业实习      2 2周    2周 不考试 11  

小  计 27 
384+6

周 
288  96 6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专
业
限
选
课
程 

28220120 高等数学Ⅱ(1)  4 64 64    考试 1  

28220130 高等数学Ⅱ(2)  4 64 64    考试 2  

2603110008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2  

2603191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2 32 32    考查 5  

26031760 亚太经济与政治 2 32 32    考查 7  

26031900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2 32 32    考查 7  

26032380 社会统计学 2 32 32    考查 7  

26031070 国际战略学 2 32 32    考查 7  

26031770 国际冲突与合作 2 32 32    考查 7  

26031780 国际公法 2 32 32    考查 7  

26031811 国家安全概论（双语） 2 32 32    考查 8  

26031840 地缘政治学 2 32 32    考查 8  



26031850 国际关系经典著作导读 2 32 32    考查 8  

26031250 中美关系概论 2 32 32    考查 8  

26031830 国际私法 2 32 32    考查 8  

26031820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2 32 32    考查 8  

26031290 朝韩关系概论 2 32 32    考查 8  

26031190 东北亚热点问题研究 2 32 32    考查 8  

26031240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2 32 32    考查 10  

26031340 中日关系概论 2 32 32    考查 10  

26031300 中俄关系概论 2 32 32    考查 10  

26031930 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外交 2 32 32    考查 10  

26031890 军事同盟的理论与实践 2 32 32    考查 10  

小  计 50 800 800       

   说明：19/50,本专业学生需在专业选修课程中修满至少 19个学分  

合计 153 2576 2096 480  6周    

国际学
分 

 国际学分 2        

每位同学必修，
不限制课程性
质（包括在
153分以内） 

重点提升
计划 

29110220 形势与政策（1） 0 16 16    考试 1  

29110230 形势与政策（1-2） 0.5 16 16    考试 2  

29110290 “四史”教育系列专题 1 16 16    考查 2  

29110240 形势与政策（3） 0 16 16    考试 4  

29110250 形势与政策（3-4） 0.5 16 16    考试 5  

29110260 形势与政策（5） 0 16 16    考试 7  

29110270 形势与政策（5-6） 1 24 8  16  考试 8  

29510190 军事技能 2 96   96 3 考查 1  

2951020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32    考试 2  

小  计 7 248 136  112 3    

创 
新 
实 
践 
计 
划 

 创新实践课程         
合计修满 4学

分即可 
 创业实践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成果         

小  计 4         

拓展培养
计划 

小  计 8        
请参照拓展培
养计划模板 

合计 19         

 

 

 

 

 

 



十一、课程（项目）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表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3.1 3.2 3.3 3.4 3.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H     

体育              H  

军事理论           H     

计算思维    H            

国学修养课程模块   M             

创新创业课程模块             M   

艺术审美课程模块       M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
然科学、工程技术、信息

社会 

   M     M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     L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M             

国际关系史     H              

中国政治思想史              M     

世界经济概论  M               

外交学导论  M    M           

东北亚经济与贸易      M          

东北亚政治与外交  M              

政治学原理  H               

西方政治思想史       M          

国际组织概论   M              

新生研讨课           L     

专业英语     H           

第二外语     M           

中国对外关系史 M               

企业考察与调研             M   

创新创业教育实训    L            

职业生涯规划             M   

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M      

大学生系列学术讲座  M          L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素质要求 

东北亚各国海洋战略       M             

国际政治学概论  H               

对外政策分析 L               

国际法概论   M              

国际关系理论   L               

国际政治经济学  M               

比较政治学      H          

当代国际关系       M          

海洋政治学（双语）   L             

国际事务模拟与实训(1)            M       

国际事务模拟与实训(2)             M       

研究设计             M    

毕业论文(设计)           H      

毕业实习                  H   

高等数学Ⅱ   L             

朝鲜半岛问题研究       L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M              

亚太经济与政治  L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L              

社会统计学          L      

国际战略学 L               

国际冲突与合作      L          

国际公法  L              

国家安全概论（双语） L               

地缘政治学      L          

国际关系经典著作导读 L               

中美关系概论  L              

国际私法  L              

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L              

朝韩关系概论  L              

东北亚热点问题研究      M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L      

中日关系概论  L              

中俄关系概论  L              

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外
交 

     L          

军事同盟的理论与实践         L       

注：对应相关度请分别填写“H”、“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