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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办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马克

思主义哲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

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分别于 2000 年

和 2006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批哲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予权。目前，哲学学科已建成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

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权，建有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广东省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学科现有在职教师共 37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16 人，拥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

军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广东省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领军人才、广东省“珠江

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方向

1.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 Philosophy）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办学历史悠久、学科传统

深厚、学科特色明显。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

位授权点，2011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该团队现有成员3人，其

中教授1人，副教授2人。团队在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经

济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影响较大，成果较为

突出。

导师团队主要成员：余静教授、陈晓斌副教授、陈殿青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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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现有教学研究人员8人，其中教

授3人，副教授3人，讲师2人，其中有5人有海外及港台学习研究

的经历，近年来承担省部级及国家级研究项目多项。团队成员的

研究涵盖了中国哲学专业的主要领域，包括儒家经学、宋明理学、

佛教哲学和道家哲学，专注科学研究的同时，亦致力于对中国哲

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学。

导师团队成员：许雪涛教授、赵小华教授、戴黍教授（兼）、

刘体胜副教授、李宜静副教授、雷静副教授、赖岳山博士、陈椰

博士。

3.外国哲学（Foreign Philosophy）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团体成员现有5人，其中教授2人，

博导2人，硕导3人，有海外学术经历的成员2人。团队在笛卡尔

与主体性哲学的研究尤其突出，近年来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出版专著、译著多部，有多项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及国内重点期刊上，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导师团队成员：黄作教授、尹树广教授、邓南海副教授、余

慧元副教授、刘钰森副教授。

4.逻辑学（Logic）

华南师范大学逻辑学专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

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05年获逻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团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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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6人，其中教授3人，博导2人，有海外学术经历的成员4人，

拥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广

东省“特支计划”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团队在真理论与悖论

领域的研究尤其突出，近年来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出

版专著、译著多部，有近10项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获

广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和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

级奖励。

导师团队成员：胡泽洪教授、熊明教授、赵艺教授、胡扬博

士、梁贤华博士、高贝贝博士

5.伦理学（Ethics）

华南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现有教学研究人员5人，其中教授3

人，讲师2人，有海外学术经历的成员3人。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

或参加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级研究项目，在伦理学基础理论、西方

伦理学、比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取得较为突出的研究成

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多位教师担任国家级学会常务理事、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学术兼职。在致力于培养多学科视野的综合

型创新人才的同时，多位成员兼任医学等各类伦理委员会委员，

发挥专业特长，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导师团队成员：江雪莲教授、刘传广教授、葛永林教授、陈

代东博士、詹莹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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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学（Aesthetics）

华南师范大学美学专业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

硕士学位授权点，团体成员现有12人，其中教授3人，博导3人，

有海外学术经历的成员9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1

人，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人。团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古

典美学、西方现代美学领域的研究尤其突出，已有近150项成果

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成果获广东省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导师团队成员：段吉方教授、于奇智教授、刘慧姝教授、陈

立群副教授、史风华副教授、李艳丰副教授、余琳副教授、丁纯

副研究员、王小明博士、黄华军博士、张成华博士、张巧博士。

7.科学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始

建于1960年代初，1979年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曾连续三轮成为华南师范

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19年8月，以科学技术哲学学

科为基础组建成立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本学科

现有专任教师18人，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多位教师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以及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等职务。专注于科学技术哲

学（尤其是系统科学哲学和生态学哲学）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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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跨学科综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注重科学研究的特色化与国

际化、文化传承与服务社会等。

导师团队成员：范冬萍教授、肖显静教授、童恒萍教授、汪

小虎教授、陈友芳副教授、刘益宇副教授、宋志润副教授、尹维

坤副教授、张涛博士、张旺君博士、张文俊博士、Adam Marushak

博士、麦文隽博士、廖成东博士、许辰佳博士、赵绪涛博士等。

三、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哲学研究的基本思

想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较好地掌握所研

究方向上独特的研究方法，具有继续研究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能

力的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较强的献身学术的

精神，能积极投身到哲学研究及相关事业之中。

2.掌握扎实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知识，理解哲学及相近相关

学科的知识体系，熟悉中外哲学经典文献以及所研究领域的重要

文献。

3.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所研究领域的外文资料，初步

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

力。

4.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较强的开拓精神，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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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哲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初步达到专业化水平，理解哲学研

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所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初步具

有进行理论研究的能力或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探索实践问题的能

力，在所研究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成果。

6.追求真理，尊重事实，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主动维护知识

产权。满怀热情，乐观上进，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成为有担

当有责任心造福社会的人才。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学术硕士基准学制为3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

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以各培养方向为基本单位，采取导师个人指导

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在硕士生培养中起主导作用。导师组由同一学术领

域的3-5名教师组成，充分发挥配合导师、集体培养的作用。

学术硕士培养过程中，主要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

交流、实践环节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所在学科的

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基于现有的与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关系条件，

鼓励并支持优秀学生出国访学。进一步引进新的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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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创造与国内外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联合培

养、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学时

学术硕士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5学分，其中

课程学习不少于30学分，必修环节计5学分。

学术硕士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

学周为16周。1学分的面授课程对应16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1

节计1学时。1学分的在线课程对应32学时的在线学习。

2.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1)公共必修课

学术硕士公共必修课包括：

科学技术哲学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学术外国语（3学分），计

6学分。

其他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学术外国语（3学分），

计6学分。

(2)学科基础课

本学科设置如下三门学科基础课：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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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分；哲学经典研读，计3学分；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计3学分。

学科基础课总学分7学分。

(3)方向必修课

方向必修课指适用于某一培养方向专属的必修课程，原则上

按方向开设。方向必修课每门课程或每个模块不少于2学分，总

分不少于9学分。

(4)选修课程

选修课程是为拓展学习需要而开设的课程，选修课程每门课

程或每个模块计1-2学分。学术硕士按要求选修和自主选修，总

学分不少于8学分。

3.其他说明

跨学科课程。鼓励和支持学术硕士在导师指导或学科的建议

下修读与所学学科或与自身研究相关的其他学科课程。跨学科选

课有效学分原则上不得超过培养方案中规定学分的20%。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学分，总学分5学分，不计学时。

1.学术报告（1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并在学术报告登记卡进行登记确认，学生参加讲座次数

不少于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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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研读（1学分）

学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

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

与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

进行，达到规定要求者，计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

环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状况等。中期考核按各培

养方向成立考核小组，每个小组应包含至少三名硕士生导师。考

核主要采取口试方式进行，与论文开题报告同时进行。具体流程

和要求如下：

(1)学生对学位论文方面的准备工作做不少于15分钟的陈述，

主要论证所研究课题的可行性。

(2)小组成员针对学生所研究课题进行提问，包括检查所涉

及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掌握情况，以此作为中期考核评价的主要

标准。

(3)考试小组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通过投票表决多数票认

定的方式评判学生是否通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

入论文写作阶段，计1学分。

中期考核时间原则上2年制学术硕士在第二学期结束前、3

年制学术硕士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具体考核时间和研究生是

否延期中期考核由学院学位与学术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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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开题或中期考核后课题发生重

大变动的，应重新开题。

详见各培养单位制定的中期考核细则。

4.科研训练（1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

学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1项课题研究，培

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

练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1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课程助教、

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

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等。由学院学位与学术委员会

和导师协同考核，考核合格者计1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术硕士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毕业。

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制定如下毕业要求和标准：

毕业学分：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5学分，具体要求详见本方案

第六条。

科研能力：掌握扎实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知识，理解哲学及

相近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熟悉中外哲学经典文献以及所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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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重要文献；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所研究领域的外文资

料，初步具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

的专业能力。

学术水平：在哲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初步达到专业化水平，理

解哲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所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

初步具有进行理论研究的能力或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探索实践问

题的能力，在所研究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成果。

毕业论文要求：哲学硕士毕业论文必须是一篇（或一组相关

论文组成的一篇）反映所研究领域新成果的学术论文。论文应表

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论文的内容对学科方向的

教学、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或对社会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规范性要求请参考《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旨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

能力。学位论文要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工作包括论

文选题、开题报告、论文撰写、论文评阅和论文答辩等环节。

1.论文选题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尽早确定论文选题方向，论文选题原则

上应在导师研究的课题范围内拟定，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应具备一

定的新意，观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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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题报告

选题后，学生应研读所拟定课题的基本文献，分析选题的可

行性并拟定写作计划，然后在导师组内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

一般应于第 3 学期末或第 4 学期初完成。

3.论文撰写

在开题报告之后，导师应不定期检查论文进展情况，确实履

行论文的指导工作；学生则按导师的要求完成相关文献的分析，

相关问题的解决等工作，严格按照《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相关的要求来完成论文的写作。

4.论文评审

学位论文应于第6学期初完成，经导师同意后进入评审程序。

评审前需完成论文的查重，论文查重具体要求以当年学校发布的

相关文件为准。学院每年按照一定比例随机抽出部分论文送往其

他高校进行评审，其余论文原则上由本校教师进行评审。评审人

须是具备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同行专家。

5.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经评审专家认定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答辩程序

具体要求详见《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学位论文专家评审不合格者，延迟半年答辩，答辩前仍需进

行专家评阅。答辩未通过者，需修改论文，并再次通过专家评审

和申请答辩，两次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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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修满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哲学

硕士学位。

十、其他规定

学术硕士培养方案从2021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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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Sele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originals

3 48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人学原理
Marxist Principles of Humanity 3 48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Marxist Philosophy of Politics 3 48 4 考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选修

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of Marxist Phiolsophy 2 32 3 考查

近现代西方哲学
Western Philosophy 2 32 3 考查

西方实践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ractical Philosophy 2 32 4 考查

中国古典哲学与宗教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2 32 4 考查

西方政治哲学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2 32 4 考查

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研究
Stud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Issues

2 32 4 考查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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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环节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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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中国哲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先秦子学
Philosophy in Pre-Qin Dynasty

3 48 1 考查

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宋明理学
Philosophy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3 48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3 48 3 考查

选修

课程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Materials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2 32 1 考试

中国哲学与教育
Chinese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 32 2 考查

佛教哲学
Buddhist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汉代哲学与经典
Philosophy and Classics in Han Dynasty

2 32 2 考查

魏晋玄学研究
Metaphysics in Wei Dynasty and Jin
Dynasty

2 32 3 考查

中国佛教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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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2 32 3 考查

《老子》研究
Study of Tao Te Ching 2 32 3 考查

中国古典哲学与宗教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2 32 4 考查

唐代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n the Tang Dynasty

2 32 4 考查

中国古代德育史
The history of Moral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2 32 4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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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外国哲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西方哲学史研究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现代欧陆哲学
Moder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西方政治哲学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分析哲学

Analytic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德国古典哲学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选修

课程

专业外语
Specialized Foreign Language 2 32 3 考查

英美哲学专题研究
Studies on the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2 32 3 考查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2 32 3 考查

结构主义研究
Studies on the Structuralism 2 32 2 考查

西方实践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ractical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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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伦理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s 2 32 1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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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逻辑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一阶逻辑
First-order Logic 3 48 1 考试

西方逻辑史
History of Logic 2 32 1 考查

模态逻辑
Modal Logic 3 48 2 考试

逻辑哲学
Philosophy of Logic 2 32 2 考查

选修

课程

逻辑基础
Elements of Logic 2 32 1 考试

归纳逻辑
Inductive Logic 2 32 1 考查

专业英语与论文写作
Academic English and Writing 2 32 2 考查

集合理论
Set Theory 2 32 2 考试

真理论导引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ruth 2 32 2 考查

逻辑学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Logic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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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基础
Basics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 32 3 考试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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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伦理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伦理学原理专题
Topics in Principle Ethics 3 48 1 考查

西方伦理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s 3 48 1 考查

中国伦理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3 48 2 考查

应用伦理学
Applied Ethics 3 48 2 考查

现代西方伦理学
Modern Western Ethics

3 48 2 考查

选修

课程

行政伦理学
Administrative Ethics 2 32 1 考查

伦理学经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thics 2 32 1 考查

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研究
Stud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oral
Issues

2 32 3 考查

西方政治哲学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in Ethics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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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英文原著研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Original
Works of Ethics

2 32 2 考查

中西伦理比较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Western Ethics

2 32 3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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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美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2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1-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1-2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美学原理研究
Aesthetic Ideology Studies 3 48 2 考查

中国美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3 48 2 考查

西方美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3 48 2 考查

选修

课程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2 32 3 考查

中国当代美学思潮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 Trend 2 32 3 考查

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研究
Aesthetic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2 32 3 考查

现代西方美学研究
Studies of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2 32 3 考查

审美心理学
Aesthetic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美学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in Aesthetics 2 32 3 考查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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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环节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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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Nature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哲学经典研读
Classic Literature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哲学基本问题与方法
Basic questions and Methods of
Philosophy

3 48 2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科技哲学导论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48 2 考查

科学思想史
A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3 48 1 考查

系统科学哲学导论
Philosophy of Systems Science 2 32 1 考试

符号逻辑导论
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Logic 2 32 1 考试

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 32 2 考查

选修

课程

系统思想与社会发展
Systematic Though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2 32 3 考查

科技伦理研究
Topics In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分析哲学专题研究
Introduction to Epistemology 2 32 3 考试

博弈论背后的方法论基础
Th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ory of Games

2 32 2 考查

科技政策专题研究

Poli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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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系统观念
Chinese Culture and Systems Thinking 2 32 4 考试

科技传播与创新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3 考试

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2 32 4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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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和现状

孙伯鍨、侯惠勤（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教材 必读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文集 选读

3 列宁选集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文集 选读

4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文集 选读

5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文集 选读

6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汤姆·博托莫尔（编），

河南人出版社，1994 年
著作 选读

7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

的演进

张光明（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选读

8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eter Sin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著作 选读

9 Why Read Marx Today?
Jonathan Wolf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著作 选读

10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央编译局 期刊 选读

中国哲学方向

1 四书集注 朱熹，中华书局，2012 年 著作 必读

2 王弼集校释 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 年 著作 必读

3 南华真经注疏 郭象，中华书局，1998 年 著作 必读

4 春秋繁露义证 苏舆，中华书局，1992 年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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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载集 张载，中华书局，1978 年 著作 必读

6 二程集 程颢、程颐，中华书局，2004 年 著作 必读

7 陆九渊集 陆九渊，中华书局，1980 年 著作 必读

8 传习录 王阳明，中华书局，2018 年 著作 必读

9 心体与性体 牟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著作 选读

10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Wing-Tsit Ch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著作 选读

1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商务印书馆，2010 年 著作 选读

12 佛教哲学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著作 必读

外国哲学方向

1 理想国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商

务印书馆 1986 年
著作 必读

2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著作 必读

3 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著，宏景仁译，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著作 必读

4 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著，贺麟 王玖兴 译，商务

印书馆，1979 年
著作 必读

5 正义论
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9 年
著作 必读

6
A History of Western P

hilosophy

Bertrand Russell,Simon ＆ Schuster

US,1967
教材 必读

7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Immanuel Kant,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9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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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eing and Time
Martin Heidegger,Basil

Blackwell ,1962
著作 必读

9 Logic Investigations
Edmund Husserl,Talor ＆ Francis

Ltd.
著作 选读

1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ichel Foucalt,Penguin

Classics,2020
著作 选读

逻辑学方向

1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弗雷格,王路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文集 必读

2 逻辑哲学 苏珊·哈克，商务印书馆，2003 年 著作 必读

3 数学哲学
贝纳塞拉夫、普特南（编），朱水

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
文集 必读

4 语言哲学
马蒂尼奇（编），牟博等（译），

商务印书馆，2005 年
文集 必读

5 逻辑学读本
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文集 选读

6
Recent Essays, on Truth

and the Liar paradox

R. L. Martin (ed.), Clarendon Press,

1984.
文集 选读

7
A New Introduction to

Modal Logic

G. Huhes & M.J. Cresswell, . Routledge,

1996.
教材 必读

8 Pholosophy of Logic W.V.Quine, Prentice Hall,1970. 著作 必读

9
Logical Foundations of

Probability, Second edition

R. Carna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著作 选读

10
Our Knowledge of

External World
B. Russell, Routledge, 2009 著作 选读

11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W.G. Lycan, Routledge, 2019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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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12 Naming and Necessity
S. A. Kripk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著作 必读

伦理学方向

1 伦理学与生活（第九版）
雅克·蒂落、基思·克拉斯曼；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
著作 必读

2 伦理学经典著作选读
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

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

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 A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from

the Homeric Age to the

20th Century

Alasdair MacIntyre；

London: Routledge & Kegen Paul

Ltd

著作 必读

5
伦理学经典文选（第 11

版）

丹尼斯、怀特、彼德弗伦德,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6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 万俊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7
20 世纪西方伦理学经

典（Ⅰ-Ⅳ）
万俊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 比较伦理学 黄建中，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9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James E. White,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著作 必读

10
Applying Ethics, a text

with readings

Jeffrey Olen & Vincent Barry ，

Belmont : Wadsworth Pub. Co.
著作 必读

11
公共管理伦理学（修订

版）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905071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867209_A_Short_History_of_Ethics_A_History_of_Moral_Philosophy_from_the_Homeric_Age_to_the_20th_Century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867209_A_Short_History_of_Ethics_A_History_of_Moral_Philosophy_from_the_Homeric_Age_to_the_20th_Century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867209_A_Short_History_of_Ethics_A_History_of_Moral_Philosophy_from_the_Homeric_Age_to_the_20th_Century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867209_A_Short_History_of_Ethics_A_History_of_Moral_Philosophy_from_the_Homeric_Age_to_the_20th_Century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867209_A_Short_History_of_Ethics_A_History_of_Moral_Philosophy_from_the_Homeric_Age_to_the_20th_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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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哲学走向荒野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刘耳、叶

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著作 必读

13
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

理学理论

.保罗.沃伦.泰勒， 雷毅、李小重、

高山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4
当代中国道德热点问题

研究

马进、韩昌跃，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美学方向

1 判断力批判
康德著，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
著作 必读

2 美学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著作 必读

3 美学理论
阿多诺著，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

版社，1998 年。
著作 选读

4 美学散步
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著作 必读

5 西方美学通史
蒋孔阳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版。
著作 选读

6
Aesthetics：Promblems in

the Philosophy Criticism

Monroe C. Beardsley ,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58.
著作 选读

7

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A

Short Histroy

Monroe C. Beardsley，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66.
著作 选读

8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Stephen Dav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文集 选读

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Jerrold Levin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文集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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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期刊 选读

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1 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 著作 必读

2 自然科学的哲学 亨普尔 著作 必读

3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拉卡托斯 著作 必读

4 科学发现的逻辑 波普尔 著作 必读

5
系统科学导论——复杂

性探索
颜泽贤、范冬萍等 著作 必读

6

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

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

革命

肖显静 著作 必读

7 科学技术学导论 西斯蒙多著，许为民等译 著作 必读

8 Synthese D. Reidel Pub. Co. 期刊 选读

9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0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Duk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1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gamon Press Ltd. 期刊 选读

12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3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4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期刊 选读

15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大学 期刊 选读

16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和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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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理论经济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Theoretical Economics

一级学科代码： 0201

培养单位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10 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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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理论经济学学科历史积淀深厚，《资本论》译

者郭大力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汤在新，黄家驹、李华杰、李江帆、

杨永华等知名学者曾执教于此。1979 年设置经济研究所，1985

年成立经济学系。1990 年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广东省重点

学科，1996 年获批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3 年设立理

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获批理论经济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理论经济学获批广东省优势重点

学科。拥有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级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省级示范教学示范中心等学科平台，为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有

力支撑。《政治经济学》认定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本学科已形

成“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华南地区高

层次经济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重要基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本学科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学界和

业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和影响。

二、培养方向

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置以下四个培养方

向：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微观经济行

为与政府政策，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

1.当代中国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如何

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面对当今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形势挑战，如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韧性，取得持续稳定健康

的发展？这是本学科方向研究的着力点和出发点，主要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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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

实证研究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源泉，

探寻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逻辑和政策设计，归纳总结当代中国经

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制度经济理论及其应用。基于奥地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以

及其他制度理论的比较，以企业家为视角研究制度变迁理论。重

点关注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及其作用机制。与此

同时，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制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企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研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

现路径和机制，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格

局。重点关注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和创新的数据库，通过机器学

习等大数据分析手段，探讨创新如何实现微观个体、区域协调发

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并将中

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探讨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的道路，能够在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科研和经营管理工作。

研究团队包括刘志铭、吴明琴、刘愿等教授。

2.货币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Monetary Economy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货币与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国

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本方向主要研究

领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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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货币与经济周期波动和增长

的关系，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与政策边界，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绩

效分析提供理论框架。重点关注宏观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与

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探讨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效

率及国民福利增长问题。

货币经济与金融体系。本方向主要研究货币、资本市场的基

本原理与运行规律，货币、资本市场在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以及服务于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与管理。重点关

注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证券投资基金运行与管理以及资本市场

投融资技术与方法。

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本方向主要研究资本市场风险与收益、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与方法，资本市场效率与行为金融以及与资本

市场有关的公司金融问题。重点关注上市公司财务资源配置，投

资、融资决策原理与方法，资本结构及其经济后果，委托代理理

论与公司治理等问题。

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掌握货币经济与资本市场理论，能够在

政府部门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在金融部门从事资金融通

与管理工作，在企业部门从事投融资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研究团队包括吴超林、林勇、陈高翔、彭文平等教授。

3.微观经济行为和政府政策（Microeconomic Behavior and

Government Policy）

在当代中国，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

济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解答，亟需研究者弄清楚两个核

心问题：居民和企业具有哪些行为习惯和特征事实？政府政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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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影响或改变居民和企业行为？它们是本学科方向研究的两

个重要问题。基于这两个核心话题，本方向主要研究领域如下。

房产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理论。借助微观问卷数据和爬虫技术

收集整理的微观数据，研究居民收入分布、住址选择和教育投资

等消费行为和不平等问题，探究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和政府政策对

于城市房价、人口、产业和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

财税理论和企业行为。主要借助大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研

究企业投融资决策和研发创新活动等企业行为，探究政府财政支

出、税收和货币政策等具体政策细则变化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

企业投融资和研发创新等企业行为的因果效应，识别内部公司治

理结构变化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效应。

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主要借助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行为经济学

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不同居民和企业的个体选择、风险

投资、市场拍卖、公共品供给、投票选举和团队合作，探究个体

行为和集体行动背后的公平、信任、互惠、风险、文化和身份认

同等偏好基础，并通过实地实验和实验室实验，研究不同行为助

推手段和公共政策设计影响或改变居民和企业的个体选择和集

体行动效果。

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学生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思维，通过经济学

科训练熟练运用前沿经济学思想、理论和方法解释居民、企业和

政府的各项选择行为，科学评估政府政策效应，理性识别政府政

策与微观个体选择行为的因果联系,让学生能够具备胜任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企业行业研发和咨询部门相关工作的

研究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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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包括王智波教授、朱鮀华教授、黄国龙副教授和连

洪泉副教授等。

4.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Populatio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方向主要探讨人口、环境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人口的

数量和质量、人口分布的状况、人口转变、人口投资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并展望未来的人口经济

问题；从外部性理论角度研究环境治理的政策。该方向主要有人

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人口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外部性理论与

公共治理等三个研究领域。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培养学生掌握人口老龄化

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并借助计量经

济学等研究方法分析研究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是如何影响

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例如：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产业

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人口

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冲击等问题。

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主要研究我国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人

口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新型关系、内在机制和

相关政策，多层面、多维度考察影响人口质量或人才红利形成及

充分兑现的有利因素和限制条件，重点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创业以及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

激励、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影响。

外部性理论与公共治理。主要研究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公

共产品、不完全竞争的相互关系，微观规制绩效分析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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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为中国区域节能减排的制度

安排提供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与此同时，探讨技术外溢、产业

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

本方向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

的人口经济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实践问题，具有较强的分析

和研究能力，能够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研究团队包括马斌教授、贾丽虹教授、刘汉辉副教授等。

三、培养目标

1.具有远大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四个自信，立

志服务人民；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

心和创新精神，积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奋斗。

2.在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系统学习理

论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擅长跟踪和把握当代理论

经济学前沿，提高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能力，具有较强的观察、

分析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3.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将

专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伦理教育、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

理念相融合，帮助学生健全身心，锤炼意志。

4.主要为教学科研单位、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

等部门培养高级经济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基准学制为 3 年，具体以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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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主要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充分发导师和团队培养的优势。结合学科方向特点，

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等实现立德树人，

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本学科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创新能力、服务能力，锤炼学生的钻研精神和攻坚克难的意志力。

实行“导师负责+方向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

本学科点召集人是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总负责人，负责召集

导师组全部成员制定培养方案，根据发展需要和实际动态优化相

关规定；根据学科特点和导师专长，设置多个培养方向，每个方

向指导小组由 3-5 名导师组成，成员相对稳定，负责对本方向硕

士研究生进行集体指导；每位研究生通过双向选择确定一名导师

具体指导。研究生选定导师视为同时选定了导师所在方向作为自

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若研究生在读期间需更改学习和研究方向

或者更换导师，需要向导师组和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研究生导师应始终坚持全人教育理念，专业与品德并重，以

学术能力为中心。导师要在研究生入学后及早为所指导的研究生

制定培养计划，在各个培养环节督促和检查学生培养计划实施情

况，若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学位点召集人汇报。导师应

通过读书会、研讨会、调研活动、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建立与所

指导研究生的常态化见面机制，确保每个月不少于 8 小时面对面

指导时间。

各个方向指导小组成员的主要职责工作：(1)结合本方向和

研究生个人研究志趣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并监督实施；(2)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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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方向课程教学任务；(3)为研究生学习、科研和就业提供咨

询服务；(4)积极参加本学科研究生招生面试、学术活动、中期

考核、开题、预答辩、答辩等各个培养环节的工作。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研究和创作过程中，若因为需要得到跨学

科指导或其他出于研究方面的需要，可自主联系申请 1～2位本

学位点或其他学位点老师作为第二（或三）导师参与指导工作。

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导师和导师组采取灵活多样、

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和方法；鼓励导师组引进各种优质教育资源，

支持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一流大学建立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的培养模式。

各培养方向导师组应定期举行培养工作会议，及时发现和解

决培养工作中的问题，总结培养工作经验，加强导师之间、师生

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要求

本学位点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8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不少于 33 学分，必修环节计 5学分。

学分的计算规则：面授课程每 16 学时，计 1个学分；在线

课程每 32 学时，计 1个学分。

按照不同课程和培养环节，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学分结构分

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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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分要求 本学科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 =6 6

学科基础课 ≥7 10

方向必修课 ≥9 9

选修课程 ≥8 8

必修环节 5 5

合计 ≥35 38

2.课程设置

本学位点课程体系注重拓宽、夯实学生理论基础，体现课程

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课程内容体现前沿性和前瞻性，兼顾学

科交叉与融合。

鼓励相关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炼课程中蕴含

的思想、文化和价值等育人因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课程教学上可采用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等多种适宜教学

方式，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积极发挥主动性和自觉性。应充分

利用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和各个教学平台，鼓励对课程实施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对课程学习的考核评价注重过程和结果双结合，

强化对学术硕士课堂外自学及课堂内表现的考核、能力评价，形

式多样，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学位点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三类课程的学情详见附录 1 课程设置表。

3.课程学习要求

研究生应保证课程学习时间。学院对研究生学习过程加强管

理和监控，授课教师须对研究生课程出勤状况进行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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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业成绩合格，方可取得该课程对应学分。课程结业成

绩由任课教师综合考虑研究生平时的课程学习表现和期末考核

进行评定。《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

经济学》三门课程期末考核必须为笔试；其他课程的期末考核由

各个方向指导组及任课教师结合课程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

考核方式。未参加期末考核的，按“缺考”对待。

对缺勤、缺考、考试不及格、考核不合格者的处理，按照学

校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执行。

七、必修环节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须完成如下必修环节，并获得 5 学分，

方可毕业。

1.学术报告（1 学分）

研究生听取院内学术报告（含校级讲座不少于 3 次，跨学科

讲座不少于 3 次）每次计 1/16 学分（即 16 次可积满 1 学分）；

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每次计 1/4 学分（若宣讲论文）或 1/8 学

分（若未宣讲论文）。要求研究生在答辩之前获得“学术报告”

积满 1 学分（超过 1 学分亦只计为 1 学分）。

2.文献研读（1 学分）

研究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

术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

查与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

式进行，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3.中期考核（1 学分）

研究生在开题前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开题。

中期考核和开题可安排在同一时间段集中进行，也可以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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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分离进行。原则上，研究生在第四学期结束之前完成中期考

核。学院和导师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中期考核和开题时间；若

研究生希望提前或延期中期考核和开题，须向导师组提出书面申

请（具体参见“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硕博研究生

中期考核管理规定”）。

通过中期考核和开题后，可计 1 学分。

研究生开题应有五位本学科本方向或相关学科方向专家参

加。开题后不得随意改动选题。选题发生重大变动的，需要重新

开题。

4.科研训练（1 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

学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 项课题研究，培

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研究生应积极主动参与导师的

研究工作，积极投身科研学术活动。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

训练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本学位点研究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

实践活动，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

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

活动，承担“三助”工作，参加我院认可的各类创新创业比赛、

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合格者计 1学分。该项由导师组及

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考核。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应修满培养大纲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

文答辩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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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完成课程补修的硕士研究生，若未完成补修计划不得申

请毕业。

九、学位论文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论文应达到的学术水平、

学术规范等方面，均以《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华师〔2020〕14 号）为据。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应

在每年 11 月份提交论文并参加预答辩，根据预答辩委员会专家

意见修改论文，次年三月送匿名外审，外审通过者方可参加答辩。

答辩通过者建议由学校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

十、其他规定

本培养方案自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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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2 考试
全体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2 考查
全体

必修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 考试
全体

必修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经济学)（含科学

精神、学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2 考查

全体

必修

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I）

Econometrics 3 48 1 考试
全体

必修

高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3 48 1 考试
全体

必修

高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3 48 1 考试
全体

必修

方向

必修课

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II）

Advanced Econometrics 3 48 2 考试
全体

必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32 3 考查
方向

必修

经济史

Economic History 2 32 2 考查
方向

必修

经济思想史

Economic Thoughts History 2 32 2 考查
方向

必修

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3 考查
方向

必修

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Capital Market and Corporate Finance 2 32 3 考查
方向

必修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Economy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2 32 3 考查
方向

必修

实验经济学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 32 3 考查
方向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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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制度经济学专题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发展经济学专题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in Modern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货币金融与财政税收理论前沿

Frontier Issues in Monetary and Finance 2 32 4 考查 选修

货币经济学

Monetary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Insurance 2 32 4 考查 选修

人力资本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 Capital 2 32 4 考查 选修

补修

课程

经济学原理

Economics Principles
(本科未修经济学原理的学生补修，可

随本科生一起上课)

统计学

Statistics
(本科未修统计学或经济统计的学生补

修，可随本科生一起上课)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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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外文出版社，2020年 著作 必读

2 资本论

马克思，第一、二、三卷《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的 5、6、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年

著作 必读

3 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凯蒂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年
著作 必读

4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著作 选读

5 国富论 亚当·斯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著作 必读

6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著作 必读

7 纯粹经济学要义 瓦尔拉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著作 必读

8 经济分析史
约瑟夫·熊彼特，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著作 必读

9 经济思想史
斯坦利.布鲁,兰迪.格兰特，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4年
著作 必读

10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著作 选读

11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

绩效

诺思，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著作 必读

12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

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12年
著作 选读

13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

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

文集

科斯，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年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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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上海：三联书店，

1995年
著作 选读

15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湖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著作 选读

16 歧视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
著作 必读

17
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第

二版）

理查德·波斯纳，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
著作 选读

18 比较制度分析
青木昌彦，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年
著作 选读

19

哈耶克作品集：通往奴役

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

自负

哈耶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著作 必读

20
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

机会

阿玛蒂亚.森，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著作 选读

21
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

济思想史

顾海良, 张雷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年
著作 选读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逄锦聚等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年
教材 必读

23 环境经济学（第七版）
埃班·古德斯坦，斯蒂芬·波拉斯基，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教材 必读

24 动态经济学
罗伊·哈罗德，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年
著作 选读

25 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著作 必读

26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谭崇台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1999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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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研究
王俊豪，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 著作 选读

28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

分析

杨小凯、张永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9 樊纲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组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

著作 选读

30 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 郭熙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1998年 著作 选读

31
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第

四版）

弗兰克·J·法博齐，弗朗哥·莫迪利，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材 必读

32 公司金融(原书第 12版） 理查德 A.布雷利，机械工业出版社 教材 必读

33 Corporate Finance Stephen A. Ross，McGraw-Hill Education 著作 选读

34 公司金融理论 让·梯若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5 中国资本市场变革 肖钢，中信出版社，2020年 著作 必读

36 资本市场会计研究导论
菲利普·布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
著作 选读

37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斯坦利·G.埃金

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教材 选读

38 行为公司金融 赫什·舍夫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教材 必读

39
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经

济学
米什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教材 必读

40
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

反思
约翰·史密森，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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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金融研究方法论大全必备
迈克尔·J·塞勒，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教材 选读

42 投资学
威廉·夏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教材 选读

43 资本结构理论研究译文集
佛朗哥·莫迪里阿尼，莫顿·米勒等，三联

书店 2003年
著作 选读

44
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

金融学导论

安德鲁·史莱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教材 必读

45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约翰·Y·坎贝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教材 必读

46 货币经济学 汉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7 货币经济学 米尔顿·弗里得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8 货币经济学手册（上、下） 弗里德曼，哈恩 武汉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49 Foundations of Finance
Fama,Euge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著作 选读

50 Asset Pricing
Cochrane,Joh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著作

选读

51
The Modern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Smith,C.McGraw-Hill，1990 著作 选读

52 货币理论与政策（第四版） 卡尔.瓦什，格致出版社，2019年 教材 选读

53
财政学：在当代美国和中

国的实践应用

大卫.N.海曼，张进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教材 必读

54 公共经济学
安东尼 B.阿特金森，约瑟夫 E.斯蒂格利

茨，格致出版社，2020年
教材 必读

55 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 高培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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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ume I : Economic

Decisions

Pablo Branas-Garza, Antonio Cabral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著作 必读

57
The Methodology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Francesco Gua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著作 选读

58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ouglas D. Davis, Charles A. Hol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著作 选读

59
Behaviou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著作 选读

60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John, H.Kagel , Alvin E. Roth,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著作 选读

61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Results, volume

1

Charles, R.Plott, Vernon L.Smith, ,

North-Holland, 2008.
著作 选读

62
Essentials of Statistic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Frederick J. Gravetter, Larry B. Wallnau,

8th, Wadsworth, 2014.
著作 选读

63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G.S. Maddala,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1.

著作 选读

64 实验经济学
道格拉斯· D·戴维斯，查理斯·A·霍尔

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著作 必读

65 市场、博弈和策略行为
查尔斯·A·霍尔特，，格致、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著作 必读

66
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

基础

丹尼尔·弗里德曼，山姆·桑德，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2011年版。
著作 必读

67 实验经济学手册
约翰·H·卡格尔，埃尔文·E·罗斯，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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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适度人口经济理论
克劳斯·F·齐梅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年
著作 必读

69
低欲望社会：人口老龄化

的经济危机与破解之道

大前研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年
著作 必读

70 人口与日本经济 吉川洋，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 著作 选读

71 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著作 必读

72 家庭论 贝克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著作 必读

73 超越人口红利
蔡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著作 必读

74
刘易斯转择点——中国经

济发展新阶段

蔡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
著作 必读

75 生存之路 福格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著作 选读

76 中国人口发展史
葛剑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
著作 选读

77 老龄化
哈瑞·穆迪、詹妮弗·萨瑟，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8年
著作 必读

78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学

赫尔曼·E·戴利，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
著作 必读

79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
李竞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著作 必读

80 世界人口经济史
李仲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
著作 必读

81 中国道路与人口老龄化 厉以宁，上海：商务印书馆，2018年 著作 选读

82 新人口论
马寅初，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年
著作 必读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3733354e44445a6d514b794b4d702f563235506f35413d3d&list=1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3733354e44445a6d514b794b4d702f563235506f35413d3d&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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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
著作 选读

84
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

济学

西奥多·舒尔茨，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0年
著作 必读

85 人力资本研究
雅各布·明瑟尔，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年
著作 必读

86 人口增长经济学
朱利安·西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年
著作 必读

87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88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期刊 必读

89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期刊 必读

90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期刊 必读

91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期刊 必读

92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93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期刊 选读

94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95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期刊 选读

96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期刊 选读

97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期刊 选读

98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99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期刊 选读

100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101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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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

金会
期刊 选读

103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期刊 选读

104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05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期刊 选读

106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07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

学会
期刊 选读

108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09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期刊 选读

110 经济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著作 选读

111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期刊 选读

112 中国经济问题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13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14 金融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15 经济与管理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期刊 选读

116 当代经济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 期刊 选读

117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期刊 选读

118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期刊 选读

119 财贸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期刊 选读

120 劳动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21 经济学报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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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 期刊 选读

123 Theoretical Economics Econometric Society 期刊 必读

12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期刊 必读

125 Econometric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期刊 必读

12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期刊 必读

12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IT 期刊 必读

128 Economic Journal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期刊 必读

129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期刊 必读

13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IT 期刊 必读

131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期刊 必读

132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期刊 必读

13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期刊 必读

134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重

要期刊目录期刊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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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应用经济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Applied Economics

一级学科代码： 0202

培养单位名称： 经济与管理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 月 20 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60

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发展成绩

显著。1986年开设国民经济专业，同年设立经济系和经济研究

所，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1990 年代初转向重点研究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本学科于 1998年增列劳动经济学硕士点，2005

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2006 年增列劳动经济学博士点，2014

年获批设立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015 年设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并于次年以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招收首批学生

入学；学科队伍年富力强，拥有国家级领军人才、省级高层次人

才、全国学会副会长（理事长）、期刊编委等多名；拥有省级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省级决策

咨询研究基地、省级示范教学示范中心等学科平台，为本学科研

究生培养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本学科已形成“学士-硕士-博士

-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华南地区高层次经济学人才培

养和学术研究重要基地，在国内经济学界亦具有良好声誉和影响，

已具有高水平发展基础。

二、培养方向

1.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Capital Market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随着我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改革进程的推进，熟练掌握金融理

论技术方法以及政策、熟悉资本市场运作、能够开发符合市场需

要的金融创新产品、擅长金融机构业务开展的各类人才正迫切为

社会所需要。本方向关注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

运行规律、经济后果和治理政策，深入揭示货币政策、公司金融、

绿色金融、金融风险管理等金融体制改革热点领域的微观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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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影响，紧跟时代和技术进步的步伐，探索互联网金融、金融

科技、由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重塑的金融形态对经济的影

响，探索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2.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区域

协调发展亦成为必然，因此凸显研究产业转型升级内在机理和探

究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方向着重研

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以及区域协调发展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相关研究不仅包括产业发展演进的理论脉络

与现实表征、产业转型升级的自强化过程、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态

势、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以及特定区域产业发展与空间形态的匹配

性等传统领域，而且还聚焦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培育、

制造业服务化、新型城镇化与逆城市化、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围绕以上领域开展系统性

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3.国际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International Trade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方向

深入研究国际贸易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机制。研究领

域既涉及国际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等传统经济学议题，也重点关

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开放式创新、人工智能、企业社会

责任等新经济形态带来的企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新变化对国际贸易模式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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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

4.劳动力市场微观机制与宏观绩效（Micro Mechanism and

Macro Performance of Labor Market）

经济、社会和技术变迁带来了我国劳动力市场深刻变化，理

解劳动力市场微观机制、评价劳动力市场宏观绩效具有重要的学

术现实价值。本方向深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特别是工

作性质变化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等呈现的新形态和新现象，从劳动

力市场微观运行理解劳动力市场宏观绩效。研究领域既涉及劳动

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力质量（健康、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

制度、劳动组织经济学等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学领域，也重点

关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形态带来的工作性质、就业形

态、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对这些新兴领域和问

题展开理论和经验研究。

5.经济计量与优化（Econometrics and Optimization）

经济计量与优化方向将统计学、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经济优化方法以及计算技术相结合，研究经济金融数量关系及其

变化规律性。本方向重点关注高维数据、大数据、机器学习方法

等对传统计量经济学理论及应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涉及不

确定动态优化、动态风险度量、高维时间序列数据建模、组合数

学和图论等理论方法研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系统性金融

风险、环境经济、低碳经济和技术经济相关的环境计量分析、环

境评价、绿色金融、投融资决策、碳金融市场，绿色信贷政策及

技术经济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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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

1.本学科培养目标

（1）政治立场坚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爱国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原理，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掌握应用经济学学科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在本学科某一个或几个培养方向具有较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较

为深入的探索，能够跟踪和把握本学科前沿进展，具有扎实的理

论功底和较强的经济分析及应用能力。

（3）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国语，身心健康，具有责任心、

奉献精神、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针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

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主要为教学科研单位、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等

培养高层次应用经济人才，为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贡献。

2.各培养方向具体培养目标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方向，致力于培养通晓金融法规，掌握

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理论与实务，熟悉不同金融市场

业务特性和发展趋势，熟悉数字化信息和金融网络媒体交互性金

融服务，能够胜任各类金融机构运营与管理，或能够熟练运用金

融工程原理和方法，设计开发并管理不同风险收益特性金融产品

的高层次应用经济人才。

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方向，致力于培养拥有扎实产

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素养，具有独立的研究、决策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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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能力的教学、科研及规划领域的高层次应用经济人才。

国际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致力于培养掌握坚实的应用

经济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特别是掌握国际

贸易、国民经济等专业理论和应用知识，熟悉国民经济运行机制

与国际贸易规则、专业基础扎实、能够胜任研究和实务的高层次

应用经济人才。

劳动力市场微观机制于宏观绩效方向，致力于培养牢固掌握

劳动力经济学理论，熟悉我国当前劳动政策，能够在政府、企事

业单位或科研机构从事劳动经济问题研究或实务工作的高层次

应用经济人才。

经济计量与优化方向，致力于培养掌握扎实的数理经济方法，

掌握宽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具备系统深入的经济学专业知识

和研究能力，能够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从事数据分析、

量化管理和决策优化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应用经济人才。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基准学制为 3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

定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本学科硕士培养采取导师个别指导的方式，充分发挥导师组

集体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合理安排课程学习、社会实践、科

学研究、学术交流等各个环节，着重培养硕士研究生优良学风、

探索精神、理论知识、从事科学研究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实行“导师负责+方向指导团队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本

学科点召集人是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总负责人，领导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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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成员指定培养方案、制度，并对未定事项进行决策；导师组

划分为多个方向指导团队，每个方向指导团队由 3-5名本学科或

相关学科专家组成，成员相对固定和稳定，负责对本方向硕士研

究生进行集体指导；每位研究生通过双向选择确定一名导师具体

指导。研究生选定导师视为同时选定了导师所在方向作为自己的

学习和研究方向，若研究生在读期间需更改学习和研究方向或者

更换导师，需要向导师组和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研究生导师应全面关心和指导研究生的成长。导师要在研究

生入学后及早为所指导的研究生制定培养计划，在各个培养环节

督促和检查学生培养计划实施情况，若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应及

时向学科点召集人汇报。导师应通过读书会、研讨会、调研活动、

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建立与所指导研究生的常态化见面机制，确

保每个月不少于 8小时面对面指导时间。

方向指导团队成员协助导师，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承担本方向课程教学；（2）接受研究生在本方向学习和研

究中的学术咨询；（3）协助导师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并督促

检查其实施；（4）参加本方向研究生学术活动、中期考核、开

题、预答辩、答辩等各个培养环节的工作。

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创作和研究过程中，若因为需要得到跨学

科指导或其他出于研究方面的需要，可自主联系申请 1～2位本

学科或其他学科教师作为第二（或三）导师参与指导工作。

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导师和导师组采取灵活多样、

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和方法；鼓励导师组引进各种优质教育资源，

支持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一流大学建立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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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组应定期举行培养工作会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培养工作

中的问题，总结培养工作经验，加强导师之间、师生之间的联系

和沟通。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8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

少于 33学分，必修环节计 5学分。

学分的计算规则：面授课程每 16学时，计 1个学分；在线

课程每 32学时，计 1个学分。

按照不同课程和培养环节，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学分结构分

配如下表。

学校学分要求 本学科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 =6 6

学科基础课 ≥7 10

方向必修课 ≥9 9

选修课程 ≥8 8

必修环节 5 5

合计 ≥35 38

2.课程设置

详见附录 1课程设置表

课程学习要求

研究生应保证课程学习时间。学院对研究生学习过程加强管

理和监控，授课教师须对研究生课程出勤状况进行考勤。

课程结业成绩合格，方可取得该课程对应学分。课程结业成

绩由任课教师综合考虑研究生平时的课程学习表现和期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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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定。《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

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四门课程期末考核必须为笔试；

其他课程的期末考核鼓励以笔试为主，也可根据情况采取学业论

文等其他考核方式。未参加期末考核的，按“缺考”对待。

对缺勤、缺考、考试不及格、考查不合格者的处理，按照学

校研究生培养管理规定执行。

七、必修环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须完成如下必修环节，并获得 5学分，方

可毕业。

1.学术报告（1学分）

研究生听取院内学术报告（含校级讲座不少于 3次，跨学科

讲座不少于 3次）每次计 1/16学分（即 16次可积满 1学分）；

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每次计 1/4学分（若宣讲论文）或 1/8学

分（若未宣讲论文）。要求研究生在答辩之前获得“听取学术报

告”积满 1学分（超过 1学分亦只计为 1学分）。

2.文献研读（1学分）

研究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

术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

查与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

式进行，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研究生在开题前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开题。

中期考核和开题可安排在同一时间段集中进行，也可以在不同时

间段分离进行。原则上，研究生在第四学期结束之前完成中期考

核和开题。学院和导师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中期考核和开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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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若研究生希望提前或延期中期考核和开题，须向导师组提出

书面申请（具体参见“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硕博

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规定”）。

通过中期考核和开题后，可计 1学分。

研究生开题应有五位本学科本方向或相关学科方向专家参

加。开题后不得随意改动选题。选题发生重大变动的，需要重新

开题。

4.科研训练（1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

学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培

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研究生应积极主动参与导师的

研究工作，积极投身科研学术活动。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

训练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本学科研究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

践活动，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

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

动，承担“三助”工作，参加我院认可的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

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合格者计 1学分。该项由导师组及学院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考核。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

毕业。

需要完成课程补修的硕士研究生，若未完成补修计划不得申

请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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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论文应达到的学术水平、

学术规范等方面，均以《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华师〔2020〕14号）为据。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应

在每年 11月份提交论文并参加预答辩，根据预答辩委员会专家

意见修改论文，次年三月送匿名外审，外审通过者方可参加答辩。

答辩通过者建议由学校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

十、其他规定

学位论文质量控制、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师德师风学风问

题等，均按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执行。

本培养方案自 2021级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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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考试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2 考查 必修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 考试 必修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经济学)（含科学

精神、学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2 考查 必修

*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I）
Econometrics 3 48 1 考试 必修

**高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3 48 1 考试 必修

**高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3 48 1 考试 必修

方向

必修课

**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II）
Advanced Econometrics 3 48 2 考试

方向

必修

*国民经济学

Nation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国际贸易学

International Trade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金融学

Financi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劳动经济学

Labor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数理经济分析方法

Mathematical Economic Analysis 2 32 2 考试
方向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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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跨国直接投资与自由贸易协定

Trans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2 32 3 考查 选修

大跨度视角的国际经济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Span

2 32 3 考查 选修

空间计量分析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2 32 3 考查 选修

空间经济学

Space Economics 2 32 3 考查 选修

产业转型与城市化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ization

2 32 3 考查 选修

区域经济思想演变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Thought

2 32 3 考查 选修

投资学

Investment Science 2 32 3 考查 选修

金融工程
Financial Engineering

2 32 3 考查 选修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及 R应用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alysis and R
application

2 32 3 考查 选修

货币理论与政策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2 32 3 考查 选修

薪酬理论与制度设计

Compensation Theory and System
Design

2 32 3 考查 选修

人口流动与移民研究

Research on Migration 2 32 3 考查 选修

经济优化方法

Economic Optimization Method 2 32 3 考查 选修

投资经济学

Investment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国民经济学热点问题讨论

Current Issues of National Economy 2 32 4 考查 选修

国际贸易争端前沿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Frontie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in
Investment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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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of Regional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金融理论前沿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Frontier of Financial
Theory

2 32 4 考查 选修

劳动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2 32 4 考查 选修

环境经济学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al Finance 2 32 4 考查 选修

区块链与智能金融

Blockchain and Intelligent Finance 2 32 4 考查 选修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Labor Law and Labor Relations 2 32 4 考查 选修

应用博弈论

Applied Game Theory 2 32 4 考查 选修

服务经济学

Service Economics 2 32 4 考查 选修

补修

课程

经济学原理

Economic Principles
(本科未修经济学原理的学生补修，可随

本科生一起上课)

3 48 考试 选修

统计学

Statistics
(本科未修统计学或经济统计的学生补

修，可随本科生一起上课)

3 48 考试 选修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必修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必修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必修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必修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必修

注：*表示《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中应用经济学核心课程；**表示《学

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中理论经济学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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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金融工程学 王安兴/上海财大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 金融经济学 王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 比较制度分析 青木昌彦/上海远东出版社 教材 选读

4 工业区位论 韦伯/商务印书馆 教材 选读

5 管理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期刊 选读

6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 期刊 选读

7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8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9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0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1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2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3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14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Elsevier Science 杂志 选读

15 劳动经济学 赵履宽 著作 选读

16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17 产权经济学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 1999 译著 选读

18 宏观经济学
多恩布什，费希尔/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19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范里安/上海三联书店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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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商务印书馆 教材 选读

21 区域经济学导论 埃德加·胡佛/商务印书馆 教材 选读

22 伦理学与经济学 阿玛蒂亚.森/商务印书馆 教材 选读

23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高铁梅/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4 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5 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 郭熙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6 新制度经济学 卢现祥/武汉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7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

小罗伯特·埃克伦德、罗伯

特·赫伯特/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8 微观经济学十八讲 平新乔/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9 高级宏观经济学 袁志刚、宁铮/复旦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0 现代区域经济学 魏后凯/经济管理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1 经济地理学
李晓建、李国平等/高等教育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2 地理和贸易
保罗·克鲁格曼/北京大学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3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巴罗/商务印书馆 教材 选读

34 经济博弈论 谢识予/复旦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5 计量经济学导论 伍德里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6 经济学原理 曼昆/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37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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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 期刊 选读

39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 期刊 选读

40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41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期刊 选读

42 产业经济评论 山东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43

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Wiley 期刊 选读

44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 期刊 选读

45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Wiley-Blackwell 期刊 选读

46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期刊 选读

47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48 The Economist The Economist Group 期刊 选读

49 产经评论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期刊 选读

50 Urban Studies Taylor & Francis Online 期刊 选读

51 Economic Geography Clark University 期刊 选读

52 区域经济评论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期刊 选读

53 竞争的极限 里斯本小组/中央编译出版社 研究报告 选读

54 通向奴役之路 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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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

No.6——加快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

何德旭/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6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

发展

林毅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三联书店
著作 选读

57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Danel Bell/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58 中国反垄断案例研究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上海远东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9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上海远东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0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1）
张曙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1 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2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上海）三

联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3 产业集聚论 梁琦/商务印书馆，2004 著作 选读

64
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

研究
刘伟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5 产权与制度变迁 周其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6 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 林毅夫/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7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

分析

杨小凯、张永生/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8 空间经济学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著作 选读

69 二元经济论 刘易斯 著作 选读

70
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研究
王俊豪/经济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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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分工、集聚与增长 梁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著作 选读

72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

研究
钱纳里等/上海三联书店 著作 选读

73 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谭崇台/武汉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4 资本主义与自由 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75 第三产业经济学 李江帆/广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6 服务经济学 Victor.R.Fuchs/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77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著作 选读

78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与服务

经济前沿问题研究
李江帆/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9

分工与交易----一个一般

原理及其对中国非专业化

的应用

盛洪/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

联书店
著作 选读

80 国家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华夏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1
中国转型期服务业发展焦

点问题实证研究
顾乃华/经济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2 国家兴衰探源 奥尔森/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83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2）

张曙光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著作 选读

84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
亚当·斯密著 /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85 经济解释 张五常/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86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科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

联书店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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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反垄断经济学分析 王传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8
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研究
王俊豪/（上海）三联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9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

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

杨小凯、黄有光/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1999
著作 选读

90 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91 服务业与经济增长 黄少军/经济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2
服务经济兴起与中国战略

选择
程大中/经济管理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3 产业组织导论
刘易斯、卡布罗/人民邮电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4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斯著/上海三联书店 著作 选读

95 现代产业组织（上下）
丹尼斯．卡尔顿/上海三联出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6 西方世界的兴起 诺斯、托马斯/华夏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7 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 李江帆/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8 Labor Economics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Labour Economists
期刊 选读

99 创新创业与经济转型
蔡洪滨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
专著 选读

100
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

研究

陈恕祥、杨培雷/武汉大学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1 劳权论 常凯/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2 产权和制度变迁
周其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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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张维迎/上海三联、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0
专著 选读

104 劳动力产权与劳动力市场 姚先国/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专著 选读

105 劳动关系学 常凯/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教材 选读

106 劳动关系 程延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107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08 劳动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

济研究所
期刊 选读

109 人大报刊复印劳动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期刊 选读

110 劳动经济评论 山东大学 期刊 选读

111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经典

文献
选读

11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

作文献

经典

文献
选读

113 人力资本研究 明塞尔 著作 选读

114 劳动供给研究 明塞尔 著作 选读

115
现代劳动经济—理论与公

共政策

伊兰伯格、史密斯/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9
著作 选读

116 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 著作 选读

117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袁方 著作 选读

118 劳动需求研究 明塞尔 著作 选读

119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

料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 论文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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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
A.爱伦.斯密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9
译著 选读

121
欧洲劳资关系 ——传统

与转变

[荷] 约里斯·范·鲁塞弗尔

达特 耶勒·菲瑟
译著 选读

122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约翰.N 德勒巴克等编 译著 选读

123 博弈论与社会契约
肯.宾默尔/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3
译著 选读

124 劳工关系
[美] 丹尼尔·奎恩·米尔斯/

机械工业出版社
译著 选读

125 人力资本 加里.贝克尔/北大出版社 译著 选读

126 人类经济行为分析 加里.贝克尔 译著 选读

127 契约经济学
科斯.哈特斯蒂格里茨等著/经

济科学出版社，1999
译著 选读

128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

范式
张宇、柳欣 2005 译著 选读

129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R.科斯等/上海三联、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
译著 选读

130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期刊 选读

131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共中央编译局 期刊 选读

132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33 合作的进化
阿克塞尔罗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2007
著作 选读

134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萨格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著作 选读

135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

政策的理论基础

丹尼尔·W.布罗姆利/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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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现实主义经济学之路
乔治.A.阿克劳夫/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中译本，2012
著作 选读

137
实验方法：经济学家入门基

础

丹尼尔.弗里德曼，山姆.桑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著作 选读

138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

序的重建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中译本，2002
著作 选读

139 以自由看待发展
阿马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2
著作 选读

140 同意的计算
詹姆斯，塔洛克/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0
著作 选读

141 公共事务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上海译文

出版社，2012
著作 选读

142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143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144

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

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

分析

赫伯特.金迪思，萨缪.鲍尔斯等

/商务印书馆，2005
著作 选读

145 行为经济学
尼克.威尔金森/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2
著作 选读

146
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

择的经济治理方式

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147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

桑塔菲学派的看法

赫伯特.金迪思，萨缪.鲍尔斯等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出版集

团，2005

著作 选读

148 经济增长的代价 米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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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
桑吉夫.戈伊尔/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
著作 选读

150 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上海三联书店，1995 著作 选读

151
New theories of trade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Krugman, 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2), 343-47
论文 选读

152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un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onishi, H., Saggi, K., & Weber,

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9(2), 289-308

论文 选读

15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Brander and P.

Krugm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3-4),313-321

论文 选读

154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rossman, G. M., & Lai, E. L.

C.,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5), 1635-1653

论文 选读

155
Union wag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aylor, R. ,The Economic

Journal, 109(452), 102-125
论文 选读

156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arrett, 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54(3), 325-338
论文 选读

157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Grossman, G. M., &

Rossi-Hansberg, 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5),

1978-97

论文 选读

158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for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Dixit, A. ,The Economic Journal,

94,1-16
论文 选读

159

Tes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eter. J. Buckle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

1988

论文 选读

160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Brander, J. A., & Spencer, B.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8(1-2), 83-100

论文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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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usen, J. 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

169-189

论文 选读

162
How costly is

protectionism?.

Feenstra, R. C.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3),159-178

论文 选读

163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of Eclectic Approach

John H. Dunning,Macmillan,

London, 1977, 395-418
论文 选读

164

The com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risk sharing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lbuquerque, 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1(2),

353-383

论文 选读

165

The use of protection and

subsidies for entry promotion

and deterrence.

Dixit, A. K., & Kyle, A. 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1), 139-152

论文 选读

166 Protection For Sale

Grossman, G. M., & Helpman,

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4), 833-850

论文 选读

167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differences: Leontief was

right!

D. Trefl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 101(6),961-987
论文 选读

168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Head, K., & 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8(1),

81-105

论文 选读

169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hn H. Dunn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论文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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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ass, A. J., & Saggi, 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6(2), 387-410

论文 选读

171
Strategic trade policy (No.

w5020)

Brander, J. 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论文 选读

172

Endogenous protec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building trade

Blonigen, B. A., & Ohno,

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6(2), 205-227

论文 选读

173
The Futur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Peter. J. Buckley,Mark

Casson,Palgrave Macmillan Ltd
论文 选读

174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ultinational industries

Spence,A. 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2),

356-360

论文 选读

17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E. Helpm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3(2), 121-144
论文 选读

176
The positiv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 Jones and P. Neary,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 pp 14-27

论文 选读

177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xpor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Yang, L., & Maskus, K. E.

(2009),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2), 231-236

论文 选读

178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Branstetter, L. G., & Feenstra, R.

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8(2), 335-358

论文 选读

179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

Markusen, J. R., & Venables, 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6(2), 183-203

论文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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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Multimarket contact and

collusive behavior

D. Bernheim and M.

Whinst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26

论文 选读

181 两国货币定价模型研究 刘纪显/经济管理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82 汇率与通胀研究 刘纪显/广东人民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8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及

其应用
刘斌/中国金融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84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高铁梅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手册 选读

185 高等计量经济学
李子奈、叶阿忠/清华大学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186 中国软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期刊 选读

187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188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189 统计研究 国家统计局 期刊 选读

190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191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华南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192 管理科学学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期刊 选读

193 现代计量经济学 朱平芳/上海财大出版社
核心

教材
选读

194 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
John Y. Campbell, Andrew W.

Lo, A. Craig MacKinlay

经典

教材
选读

195 经济计量分析
William H. Greene/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经典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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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 John C. Hull/华夏出版社等
经典

教材
选读

197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Ruey S.Tsay,潘家柱译/机械工

业出版社

经典

教材
选读

198 计量经济学
李子奈、潘文卿/高等教育出版

社

经典

教材
选读

199
Methods for Applied

Macro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选读

200

Indirect Inference and

Calibration of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Dridi R. , A. Guay and E.

Renault, 2007,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36(2), 397-430

论文 选读

201
On the Fit of New Keynesian

Models.

Negro M. , Schorfheide F. ,

Smets F. and Wouters R , 2007,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5(2),

123-143

论文 选读

202

An 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Euro Area.

Smets F. and Wouters R , 2003,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

1123-1175

论文 选读

203
A Method for Taking Models

to Data.

Ireland P. , 2004,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8(6), 1205-1226

论文 选读

204 国际经济学 保罗·克鲁德曼 教材 选读

205 金融学概论 凌江怀 教材 选读

206 金融数学教程 孙立坚 教材 选读

207 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
佛兰克.J.法博齐、佛朗哥.莫迪

利亚尼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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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金融学 博迪.默顿 教材 选读

209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萨克斯.拉雷恩 教材 选读

210 货币金融学 米什金 教材 选读

211 投资学 威廉.夏普 教材 选读

212 货币理论与政策 卡尔.E.瓦什 教材 选读

213 银行管理 蒂莫西.W.科克 教材 选读

214 金融计量经济学导论 克里斯·布鲁克斯 教材 选读

215 金融理论与公司政策 托马斯 E 科普兰 教材 选读

216 金融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 期刊 选读

217 中国管理科学 中国科学院 期刊 选读

218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ScienceDirect 期刊 选读

219 Journal of Finance Wiley 期刊 选读

220 中国金融制度结构与变迁 张杰 著作 选读

221 向松祚，邵智宾 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 著作 选读

222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爱德沃德.肖 著作 选读

223 比较金融系统 富兰克林.艾伦、道格拉斯.盖尔 著作 选读

224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罗纳德.麦金农 著作 选读

225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戈德史密斯 著作 选读

22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 著作 选读

227 金融创新与市场的波动性 莫顿.米勒 著作 选读

228 货币经济学手册
本杰明.M.弗里德曼、弗兰克.H.

哈恩
辞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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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0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1 邓小平文集 邓小平/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2 江泽民文选 江泽民/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3 胡锦涛文选 胡锦涛/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外文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35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36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

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名家论丛
王立胜主编/济南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8
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
洪银兴 / 江苏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9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丛书）

蔡昉、张晓晶 著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张宇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1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 /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2 中国经济专题 林毅夫 /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3
结构性改革 : 中国经济的

问题与对策
黄奇帆 / 中信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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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中国的经济制度 : 中国经

济改革三十年
张五常 / 中信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5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授 / 叶龙 记录整理 /

林毅夫 序 /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后浪出版公司

著作 选读

246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吴敬琏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著作 选读

247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改革
钱颖一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8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吴敬琏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16-1 / 78.00 元
著作 选读

249
探路之役 : 1978-1992 年

的中国经济改革
萧冬连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0
中国的奇迹 : 发展战略与

经济改革

林毅夫、 蔡方、 李周 / 上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1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 从

晚清到 2002
杨小凯 / John Wiley & Sons 著作 选读

252
剑桥中国经济史 : 古代到

19 世纪

万志英、崔传刚 /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3
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

代化 : 一种跨国比较视野

马德斌、徐毅、袁为鹏、乔士容

/ 浙江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4

解读珠三角 : 广东发展模

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研究

温铁军/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5
从蛮裔到神州 : 宋代广东

经济发展研究
郎国华 /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6
告别乡土社会 : 广东农村

发展 30 年
周大鸣 /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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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广东发展模式 : 广东经济

发展 30 年
舒元/广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8
超越香港 : 珠三角都会区

的发展
陈文鸿 / 牛津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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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法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Law

一级学科代码： 0301

培养单位名称： 法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6 月 10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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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自 2004年开始招收民商法方向硕士研究生，2010年

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44 人，其中二级教授 3 人、博士生导

师 5 人；副教授 18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人，

广东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2 人，广州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

家 3 人，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南粤优秀教

师”2 人。

本学科以深化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增强科学探究意识、

拓宽学术研究视野、提升学术创新 能力为目标，构建“学科基

础课+研究方法课+专业前沿课”的课程体系。注重对研究生学术

规范的培养；对标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科培养方向设置学科核

心课程；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动力，鼓励教师以科研项目为

依托开设前沿性选修课程、交叉学科课程。

本学科在基础研究领域深耕细作，薛刚凌教授关于国家治理

与法治政府研究系列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谭世贵教授对法

律职业共同体和司法改革见解独到，成果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转载；刘笋教授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研究成果获第七届钱

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提名奖；曹旅宁教授关于张家山汉简的研究

成果发表于《法学研究》并出版专著；王燕玲、马颜昕博士等聚

焦人工智能与法律等交叉学科领域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

持，发表系列成果。

本学科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培

养德才兼备德法兼修、理论基础扎实、职业技能熟练，具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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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专业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职业型、创新型法治人

才。

二、培养方向

1.法律史（Legal History）

本方向力求契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把法律史知

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采用大量的原著阅读

与评析、文献简牍的辨认与研讨、外国法制的学习和拓展，旨在

培养具有坚实、广博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专业知识的法学专

门人才。

2.宪法学与行政法学（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on Law）

本方向把宪法与行政法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

合起来，采用文本阅读与评析、案例分析与实习指导等方式进行

教学，培养具有专业交叉优势的法律职业精英，为立法、执法、

司法等实务部门工作的复合型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

3.刑法学（Criminal Law）

本方向采用文本阅读与评析、案例分析与实习指导等方式进

行教学，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广博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刑

法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方向主要学习中、外刑法学、犯罪学、比

较刑法学、国际刑法学等内容，重视对常见、多发、新型、复杂

犯罪形式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鼓励以人工智能为

支撑的实证研究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4.民商法学（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本方向致力于培养熟悉民商法基础理论和基本制度，了解民

商法学理论前沿与立法动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及法律实务工作的高层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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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突出民商法律人才专业素养的培育与

实践技能的训练，通过专题研究、实习指导、名师讲堂、读书沙

龙等形式，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拓展学生的研究视野，提升学

生的实践技能。

5.诉讼法学（Procedure Law）

本方向把诉讼法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相结合，

采用文本阅读与评析、案例分析与实习、实践指导等方式进行教

学工作，培养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广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

优良的诉讼技能的高级法学专业人才，为其毕业后胜任审判、检

察、监察、仲裁、公证、律师以及企业法务等工作或继续深造奠

定基础。

6.经济法学（Economic Law）

本方向把经济法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相结合起

来，采用文本阅读与评析、案例分析与实习指导等方式进行教学，

培养具有专业交叉优势的法律职业精英，为政府职能部门、税务

机关、各类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企业、事业单位输送懂法

律、懂经济、懂财税金融的高级法律专业人才。

7.国际法学（International Law）

本方向致力于把国际法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相

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性学习能力，课程教

学以研讨性学习为主，培养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

运用法律管理事务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提升学生英文在专业领域的运用能力。为政府涉外业务部门、司

法系统、涉外企事业单位及涉外律师事务所等需要运用国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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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律开展工作的领域输送能熟练运用至少一门外语的熟练

掌握国际法律、涉外法律的高级涉外法律专业人才。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身心健康，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

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基础，熟悉法学知识，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法学专门人才。

1.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肩负起民族

复兴的重任。

2.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具备健

康的身心体魄，具备独立从事法律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和其它实

务工作的能力。

3.系统掌握法学基础知识，全面深入地掌握所学方向的专业

知识，并对本学科至少一个方向有较深的研究，成为一专多能的

高级理论和实际应用人才。

4.具有独立分析、处理经济案件的能力。

5.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成

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双语专业人才。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研究方向基准学制为 3年。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根据

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可延长一定学习年限，但最长学习

年限不超过 6年。

经批准休学的研究生，复学后相应延长修学年限；经批准公

派出国、出境联合培养或执行合作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在外学习

时间计入修学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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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采取导师个人负责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通

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践环节相结合，系统地培

养学生掌握所在学科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1.采用自学与辅导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自由研讨相结合，强

化自学能力和集体合作相结合；

2.学科基础课程与培养方向选修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修读方

式，使学生既能掌握该学科专业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又能按自己

的专业研究方向深入学习研究；

3.理论课程学习与社会实践能力锻炼相结合的培养方法，安

排学生参加法学教学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法律实践活动，

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

4.专业知识学习与问题探究相结合，学位课程和学位论文并

重。要求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并在导师指导下撰写科研论

文，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特别提倡和发挥硕士生自学和独立研

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5.阅读学术名著与参加学术活动相结合。要求阅读一定数量

的学术名著，作读书笔记、读书报告，并积极参加不同形式的学

术活动。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总学分不低于 35 学分。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必修课 6 学分；

学科基础课 7 学分；方向必修课不低于 9学分；选修课程不低于

8 学分；必修环节计 5 学分。在满足本学科方向课程要求基础上，

允许学生跨方向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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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程要求：对于跨学科入学的学术硕士，为弥补知识结

构缺陷，应当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有关课程，所得学

分记为非学位课程学分，不计入毕业要求的学分。

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每学期教学周为16周。1

学分面授课程对应16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1节计1学时。1学分

的在线课程对应32学时的在线学习。

具体课程设置详见文后“课程设置”表格。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1学分）、文献研读（1

学分）、中期考核（1学分）、科研训练（1学分）、社会实践与创

新实践（1学分）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1学分，合计5

学分。

1.学术报告（1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由学院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规

定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学分）

硕士生应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献，包括学术期刊和专著。学生

所阅读的文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必读书目，一是选读书目。

根据导师推荐书目或自选书目，撰写一篇不少于 5000 字的

读书报告。

文献研读计 1 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查。

3.中期考核（1学分）

中期考核是指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报告的方式，综合考察研究

生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等情况，以判断其是否适宜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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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攻读的阶段性考核环节。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时间一般为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

学期结束前，即研二第二学期当年的 7 月以前。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以及

其他培养环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状况等；论文开

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考核合

格以上的研究生，才能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中期考核计 1 个学分，由导师组负责考查。具体操作流程按

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规定》执行。

4.科研训练（1学分）

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撰写一篇达到发表水平的学术论文。

在学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包括与导师合作发表的，本课程

成绩为优秀；在一般刊物上发表的，课程成绩为良好；未公开发

表的，课程成绩为及格。论文提交省级以上专业学术会议并被收

录的，课程成绩为良好；收录并获奖或收录并被安排大会主题发

言的，课程成绩为优秀。

科研训练计 1 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查。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研究生应参加至少一项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包括专业实践、

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竞赛等。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计 1 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查。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术硕士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毕业；申

请毕业的研究生如不能完成学业，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结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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肄业处理。

学生满足下列要求，可以申请毕业：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

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未完成补修计划的学术硕士不得申请毕业。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和创

新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的、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评

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写作包括论文选题、开题、预答辩、论文检测、评

阅、答辩六个阶段。研究生需完成上一阶段的任务才能进入下一

阶段的论文写作。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其选题属于申请学位

的学科、专业范畴。

2.学位论文撰写应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如引用他人的论点或

数据资料，应注明出处，引用合作者的观点或研究成果时，应加

注说明，否则将被视为剽窃行为。

3.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研究结论或提出的意见、

建议，对社会发展或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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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位论文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和法定的

计量单位。学位论文中采用的术语、符号、代号等应全文统一，

并符合规范化要求。论文中的形式结构、体例等应符合本规范要

求。学院在答辩前对论文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意见供答辩委员会、

学位分委员会参考。

5.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

6.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3万字。

十、其他规定

本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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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适用

方向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全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全部

法理学专题
Jurisprudence 2 32 2 考查

法律检索与文献综述
Legal Retrieval and Literature Review 2 32 1 考查

法学前沿理论与实务
Frontier Issues of Economic Law Science 2 32 2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中国法制史专题
Chinese Legal History 3 48 1 考查

法律史

中国法律文化
Chinese Legal Culture 3 48 2 考查

西方法律思想研究
Western Legal Thoughts 3 48 1 考查

西方法律制度研究
Western Legal System 3 48 2 考查

宪法学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in Constitution 3 48 1 考试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行政法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in Administrative Law 3 48 1 考试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必修，

诉讼法学补

修

行政诉讼法专题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3 48 2 考试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诉

讼法学

刑法总论
General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3 48 1 考查

刑法学必

修，宪法学

与行政法

学、诉讼法

学补修

刑法分论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3 48 2 考查

刑法学必

修、诉讼法

学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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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刑法学
Comparative Criminal Law 3 48 1 考查 刑法学

民法总论专题
Civil Law Pandects 3 48 2 考查

民商法学必

修，宪法学

与行政法

学、诉讼法

学、经济法

学、国际法

学补修

物权法研究
Property Law 3 48 1 考查

民商

法学债权法研究
Obligation Law 3 48 1 考查

实验实践类课程:民法思维与裁判方法
Civil Law Thinking and Judicial
Methodology

2 32 3 考试

民商法学必

修，诉讼法

学、经济法

学选修

前沿课程：刑事诉讼法前沿理论与实务
Frontier Issu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48 1 考查
诉讼

法学
民事诉讼法专题研究
Civil Procedure Law 3 48 1 考查

前沿课程: 经济法前沿理论与实务
Frontier Issues of Economic Law 3 48 1 考试

经济法
竞争法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etition Law 3 48 1 考试

实践类课程: 经济法案例研习
Case Analysis on Economic Law 3 48 2 考查

经济法必

修，诉讼法

选修

国际法前沿问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3 48 1 考查

国际

法学

国际经济法前沿问题研究
Frontier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3 48 2 考查

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3 48 1 考查

国际法原著选读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3 48 2 考查

选修

课程

法律文献学
Legal Philology 2 32 2 考查

法律史

西方法律原著选读
Reading of Western Legal Works 2 32 2 考查

罗马法研究
Roman Law 2 32 3 考查

可从法学院开设的其他硕士研究生课

程选满 6学分（3门），但所选课程不

能与本方向所设必修课、选修课类同。

2-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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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宪法述评
Research on Western Constitution 2 32 2 考查

宪法学

与行政

法学

部门行政法专题
Department Administrative Law 2 32 2 考查

立法学
Legislation 2 32 2 考查

外国行政法
Foreign Administrative Law 2 32 3 考查

建筑法与房地产法专题
Construction Law and Real Estate Law 2 32 3 考查

行政法成案研究
Administrative Case Law 2 32 3 考查

犯罪学
Criminology 2 32 2 考查

刑法学

刑法解释学
Science of Interpretation To Criminal
Law

2 32 3 考查

人工智能与刑法研究方法及训练
Precision Sentencing Training 2 32 3 考查

刑法前沿
The Frontier of Criminal Law 2 32 3 考查

国际刑法学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2 32 3 考查

证据法专题
Evidence Law 2 32 3 考查

刑法学、

诉讼法学、

经济法学

商法专题研究
Commercial Law Research 2 32 2 考查

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

亲属法专题
Family Law 2 32 2 考查

民商

法学

侵权责任法研究
Tort Law 2 32 3 考查

知识产权法专题
Special Lectur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32 3 考试

社会保障法
Social Security Law 2 32 3 考查

网络法前沿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Forefront Issues of Cyber
Law

2 32 3 考试

商事仲裁法专题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2 32 3 考查 诉讼法学

金融法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Law 2 32 2 考查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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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财税法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ial and Tax
Law

2 32 3 考查

法律思维
Legal Thinking 2 32 2 考查

经济法学选

修，国际法

学补修

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
Civil Procedural Law 2 32 3 考试

经济法学选

修，民商法

学补修

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
The Law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 32 3 考查

国际

法学

国际金融法专题研究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Financial Law

2 32 3 考查

著名国际法案例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Famous International
Cases

2 32 2 考查

国际投资法前沿法律问题研究
Frontier Leg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 32 3 考查

海商法专题研究
Special Issues on Maritime Law 2 32 3 考查

海洋法
Law of the Sea 2 32 3 考查

专业英语
Leg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全部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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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法律史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 瞿同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必读

2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0 年 著作 必读

3 秦律新探 曹旅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著作 选读

4 张家山汉律研究 曹旅宁，中华书局，2005 年 著作 选读

5 秦汉魏晋法制探微 曹旅宁，人民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选读

6 睡虎地秦墓竹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文物出版社，2001 年 文献 必读

7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

七号 )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文献 必读

8 法学研究 法学研究杂志社 期刊 必读

9 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杂志社 期刊 必读

10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一柒）
陈松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2021 年 文献 必读

11 法制史论集 曹旅宁，法律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选读

12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

制度构成
苏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必读

13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法律出版社，2011 年 著作 必读

14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

十六讲
周振鹤，中华书局，2013 年 著作 必读

15
法律与文学——以中国

传统戏剧为材料
苏力，北京三联书店，2017 年 著作 选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B%AF%BB%A2%B5%D8%C7%D8%C4%B9%D6%F1%BC%F2%D0%A1%D7%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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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化论 马凌诺斯基，华夏出版社，2002 年 著作 选读

1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
韦伯，上海三联书店，2019 年 著作 选读

18 世界法系概览 [美 ]约翰 ·H·威格摩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必读

19 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 [美 ]艾伦 .沃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著作 选读

20 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
[美 ]阿蒂亚、 [美 ]萨默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著作 选读

21 法律与革命
[美 ]哈罗德 ·J·伯尔曼，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
著作 必读

22 近代私法史 [德 ]弗朗茨 ·维亚克尔，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著作 选读

23 外国法制史 何勤华，法律出版社，2011 年 教材 必读

24 罗马法原论 周枏，商务印书馆，2004 年 著作 必读

25 罗马法史 朱塞佩 ·格罗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选读

26 罗马法教科书
[意 ]彼得罗 .彭梵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著作 选读

27 罗马私法导论 黄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著作 必读

28 西方法学史 何勤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著作 选读

29

Hans Julius Wolff,

Roman Law,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norman,1951. 著作 选读

30

George Mousourakis:

The Histor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Roman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著作 选读

31 西方哲学史 罗素，商务印书馆，2020 年 著作 必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4%BC%BA%B2%A1%A4H%A1%A4%CD%FE%B8%F1%C4%A6%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AC%C2%D7.%CE%D6%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A2%B5%D9%D1%C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8%F8%C4%AC%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8%A5%C0%CA%B4%C4%A1%A4%CE%AC%D1%C7%BF%CB%B6%F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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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严存生，法律出版社，2015 年 著作 必读

33 政府论 洛克，商务印书馆，2020 年 著作 必读

34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台海出版社，2016 年 著作 必读

35 理想国 柏拉图，商务印书馆，2020 年 著作 必读

36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商务印书馆，2010 年 著作 必读

37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权

力的科学
康德，商务印书馆，2015 年 著作 必读

38 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商务印书馆，1998 年 著作 必读

39 权力论 罗素，商务印书馆，2012 年 著作 必读

40 君王论 马基雅维利，武汉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必读

41 忏悔录 奥古斯丁，商务印书馆，2015 年 著作 选读

42 政府片论 边沁，商务印书馆，2013 年 著作 选读

43 超越法律 波斯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著作 选读

44 法律的概念 哈特，法律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选读

45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凯尔森，商务印书馆，2013 年 著作 选读

46 正义论 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选读

47 反对自由主义 凯克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著作 选读

48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昂格尔，译林出版社，2008 年 著作 选读

49 法律帝国 德沃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 著作 选读

50 法律的运作行为 布莱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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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宪法 周叶中、韩大元，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合著 必读

2 代议制度比较研究 周叶中，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 专著 必读

3 中国宪法导论 刘茂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版 专著 必读

4 宪政与分权 [英]维尔，苏力译，三联书店，1997 年版。 专著 必读

5 联邦党人文集
[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专著 必读

6
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

的分析

[美]迈克尔·D·贝勒斯，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专著 必读

7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

律方法

[美] 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1999 年版
专著 必读

8 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 韩大元等，中国民法法制出版社，2006 年版 专著 必读

9 监察法学教程 秦前红，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 专著 必读

10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梁慧星，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专著 必读

11 法学论文写作 何海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专著 必读

12 立法学 周旺生，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13 行政组织法研究 应松年、薛刚凌，法律出版社，2002 年 专著 必读

14 行政诉讼法 何海波，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 专著 必读

15

法治国家与行政诉讼：中

国行政诉讼制度基本问题

研究

薛刚凌，人民出版社，2015 年 专著 必读

16 行政诉权研究 薛刚凌，华文出版社，1999 年 专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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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会救助法研究 林莉红、孔繁华，法律出版社 2008 年 专著 必读

18 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 周佑勇，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 专著 必读

19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

适用
孔祥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年 专著 必读

20
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

问题研究

[英]科林•斯科特，安永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专著 必读

21
法国行政法 [法]让·里韦罗、让·瓦利纳鲁仁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
专著 必读

22
行政法 [英]威廉·韦德、克里斯托弗·福赛，骆梅英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专著 选读

23
行政法 [美]理查德·皮尔斯，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6 年
专著 必读

24
行政法学总论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专著 必读

25 日本现行行政法 [日]市桥克哉等，田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 年 专著 选读

26
行政法总论、行政救济法

行政组织法
[日]盐野宏，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专著 选读

27
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

问题研究

[英]科林•斯科特，安永康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专著 选读

28
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

和法律的途径

[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

张成福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专著 选读

29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30 民法学 王利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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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比较刑法原理 马克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著作 必读

2 刑法格言的展开 张明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著作 必读

3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著作 选读

4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 张明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著作 选读

5 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 张明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著作 选读

6 法益初论 张明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著作 选读

7 刑法哲学 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著作 必读

8 刑法的价值构造 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著作 选读

9 罪刑法定主义 陈兴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 著作 选读

10 规范刑法学 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著作 选读

11 错误论 刘明祥，法律出版社，1998年 著作 必读

12 财产罪比较研究 刘明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著作 选读

13 刑法原理 韩忠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著作 必读

14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 黎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著作 必读

15 犯罪学专题研究
张远煌、吴宗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著作 必读

16 新犯罪学 王牧，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著作 选读

17 西方犯罪学 吴宗宪，法律出版社，2006年 著作 必读

18 犯罪学的实证研究方法 张可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著作 选读



111

19 论犯罪与刑法
【意】贝卡利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译著 必读

20 刑法的基本概念
【美】弗莱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译著 选读

21 日本刑法各论 【日】西田典之，法律出版社，2020年 译著 选读

22 刑法概说（总论）
【日】大冢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译著 选读

23 精神分析引论 【奥】弗洛伊德，商务印书馆，2018年 译著 必读

24 刑法学（上）（下） 张明楷，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著作 必读

25 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各论 黎宏，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著作 必读

26 刑法总论、刑法各论 周光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著作 必读

27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

刑法理论的变迁
劳东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著作 必读

28
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与路径

选择
付立庆，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必读

29 刑法中的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 陈璇，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必读

30 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 周光权，，法律出版社 2013年第 2版 著作 选读

31 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 周光权，，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著作 选读

32 构成要件论 蔡桂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著作 选读

33 刑法总论
【日】山口厚，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必读

34 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
【日】高桥则夫，冯军等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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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刑法的基础
【日】平野龙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016年版。
著作 必读

36 法益概念史研究
【日】伊东研祐，秦一禾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4年版。
著作 选读

37 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
【美】斯蒂芬·E·巴坎，秦晨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选读

38 违法性的基础理论
【日】日高义博，张光云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著作 选读

39 美国刑法
储槐植、江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著作 选读

40 反思刑法

【美】乔治·弗莱彻，邓子滨译，华夏出

租社2008年版（George Fletcher,Rethinking

Criminal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8.）。

著作 选读

41 新刑法总则 林钰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著作 选读

42 刑法总论 I——犯罪论
【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杨萌译，法

律出版社 2006年版。
著作 选读

43 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
【德】克劳斯·罗克辛，何庆仁、蔡桂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著作 选读

44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
【德】克劳斯·罗克辛，蔡桂生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选读

45 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
【美】斯蒂芬·E·巴坎，秦晨等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著作 选读

46 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郑戈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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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控制的文化

【英】 David Garland，周盈成译，台湾

巨流图书公司 2006年版（David Garland,

The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著作 选读

48 刑事制裁的界限

【美】美哈伯特·L·帕克，梁根林等译，

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Herbert L.Packer,

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68.）

著作 选读

49
David Ormerod, Smith and

Hogan’s Criminal Law

DavidOrmero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3th

Revised edition，1988
著作 选读

50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Joshua Dressler Lexisnexis, 2009 著作 选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avi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Joshu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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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中国民法典释评（10卷）
王利明、崔建远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编著 必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

编理解与适用（11册）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人

民法院出版社 2020年版
编著 选读

3 民法典评注（15册） 谢鸿飞、朱广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年版 编著 选读

4 民法学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
教材 必读

5 民法学 民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年版 教材 必读

6 民法学解释学 梁慧星，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专著 选读

7
田野、实证与法理——中国

农村土地制度体系构建
陈小君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专著 选读

8
民法研究指引：专业论文撰

写必携

[日]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等，解亘、徐浩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专著 选读

9 民法研究系列（全 9册） 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专著 必读

10
如何解答法律题：解题三段

论、正确的表达和格式

[德]罗兰德·史梅尔，胡苗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
专著 选读

11 请求权基础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陈卫佐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专著 选读

12

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

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

草案

欧洲民法典研究组 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朱文龙

译，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专著 选读

13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 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专著 选读

14 民法总论 朱庆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专著 选读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53258.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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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法学入门：民法总则讲

义·序论

[日]河上正二，王冷然、郭延辉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9年版
专著 选读

16 民法讲义 Ⅰ
[日]近江幸治，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专著 选读

17 民法总论 梁慧星，法律出版社 2017年版 教材 必读

18 中国物权法总论 孙宪忠，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专著 选读

19 物权法 梁慧星、陈华彬，法律出版社 2020年版 教材 必读

20 物权法 崔建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教材 选读

21 物权法的基础与进阶 常鹏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 专著 选读

22 担保物权研究 程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专著 选读

23 物权法论 刘家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教材 选读

24 法国物权法 尹田，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专著 选读

25 民法物权论
谢在全，（上、中、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专著 选读

26 民法物权 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专著 选读

27 民法物权论 姚瑞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专著 选读

28 新订物权法 [日]我妻荣，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专著 选读

29 合同法学 崔建远，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教材 必读

30 合同法总论 韩世远，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专著 选读

31 德国新债法
[德]莱因哈德·齐默曼，韩光明译，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专著 选读

32 德国债法总论
[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沈小军、张金海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专著 选读

33 债法通则（四册） 黄茂荣，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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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契约法讲义（四卷） 陈自强，元照出版公司 2018年版 专著 选读

35 债法原理 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专著 选读

36 债法通则（四册） 黄茂荣，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专著 选读

37 德国继承法
[德]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王葆莳、

林佳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专著 选读

38 亲属法 戴炎辉、戴东雄、戴瑀如，元照出版社 2012年版 专著 选读

39 民法继承新论 黄宗乐、郭振恭、陈棋炎，三民出版社 2014年版 专著 选读

40 亲属法讲义 林秀雄，元照出版社 2018年版 专著 选读

41 继承法讲义 林秀雄，元照出版社 2017年版 专著 选读

42 德国家庭法
[德]迪特尔·施瓦布，王葆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0年版
专著 选读

43
哈佛法学评论.侵权法学

精粹
徐爱国，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专著 选读

44 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 王军，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专著 选读

45 侵权法重述
肯尼斯.亚伯拉罕，许传玺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专著 选读

46
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

合同和不当得利
JamesGordley，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专著 选读

47 环境侵权法 曹明德，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专著 选读

48 环境侵权救济制度 王明远，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专著 选读

49 产品责任论 刘静，中国政法大学 2000年版 专著 选读

50 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 龚赛红，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专著 选读

51 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 王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专著 选读

52 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张民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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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基本

理论）
王泽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专著 选读

54 人格权法 王泽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专著 必读

55 德国资合公司法
[德]托马斯·莱塞尔等，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专著 选读

56 欧盟公司法
[德]斯蒂芬·格伦德曼，周万里等译，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专著 选读

57 公司法的理念 [日]神田秀树，朱大明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专著 选读

58 知识产权法 吴汉东，法律出版社 2019年版 教材 选读

59 德国民法典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法典 选读

60 西班牙民法典 潘灯、马琴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法典 选读

61 智力共和国民法典 徐涤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法典 选读

62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周友军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法典 选读

63 瑞士民法典 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法典 选读

64 日本民法典
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年版
法典 选读

65 美国统一商法典 潘琪译，法律出版社 2018年 法典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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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刑事诉讼法 陈光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教材 必读

2 刑事审判原理论 陈瑞华，法律出版社，2020 年 著作 必读

3 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 谭世贵，法律出版社，2002 年 著作 必读

4 民事诉讼法学 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教材 必读

5 民事诉权研究 江伟 邵明 陈刚，法律出版社，2002 年 著作 必读

6
民事诉讼法研讨/民事诉讼

法规范研究论丛
张卫平，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 著作 必读

7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以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

为中心

刘学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著作 必读

8 证据法学 卞建林、谭世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 教材 必读

9 证据法学研究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教材 必读

10 刑事证据法学 陈瑞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著作 必读

11 民事证据规定：原理与适用 李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著作 必读

12 国际商事仲裁法案例教程 刘晓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必读

13 仲裁权研究 乔欣，法律出版社，2001 年 著作 必读

14
商事仲裁与司法实务专题

案例
林一飞，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2 年 著作 必读

15 国际商事仲裁法（第三版） 赵秀文，中国人民大学，2012 年 教材 必读

16
国际商事仲裁强行规则

研究
张圣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著作 选读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3%F1%CA%C2%CB%DF%C8%A8%D1%D0%BE%BF&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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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增补本）

(日)谷口安平，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2 年
著作 必读

18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

深层分析
（日）高桥宏志，法律出版社，2003 年 著作 必读

19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 （日）棚濑孝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必读

20 证明责任论 （德）莱奥.罗森贝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 著作 必读

21 刑事诉讼法（上、下） 林钰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著作 必读

22 刑事诉讼法（第 24 版）
(德)克劳斯·罗科信，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
译著 必读

23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
(德)托马斯·魏根特，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译著 选读

24
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

（上、下）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译著 必读

25 刑事诉讼法 (日)田口守一，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 译著 必读

26 漂移的证据法
(美)米尔建·R·达玛斯卡, 李学军等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译著 选读

27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原理·案例·适用
戴长林、罗国良、刘静坤，法律出版社，2017 年 著作 必读

28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

年重塑版）条解
王进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年 译著 选读

29 证据理论：边沁与威格摩尔
(英)威廉·特文宁，吴洪淇、杜国栋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译著 选读

30 司法改革研究 王利明，法律出版社，2000 年 著作 必读

31 中国司法制度 谭世贵，法律出版社，2016 年 教材 必读

32 中国司法制度史 张晋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必读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3%CC%D0%F2%B5%C4%D5%FD%D2%E5%D3%EB%CB%DF%CB%CF%A3%A8%D4%F6%B2%B9%B1%BE%A3%A9&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3%CC%D0%F2%B5%C4%D5%FD%D2%E5%D3%EB%CB%DF%CB%CF%A3%A8%D4%F6%B2%B9%B1%BE%A3%A9&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3%F1%CA%C2%CB%DF%CB%CF%B7%A8+%D6%C6%B6%C8%D3%EB%C0%ED%C2%DB%B5%C4%C9%EE%B2%E3%B7%D6%CE%F6&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3%F1%CA%C2%CB%DF%CB%CF%B7%A8+%D6%C6%B6%C8%D3%EB%C0%ED%C2%DB%B5%C4%C9%EE%B2%E3%B7%D6%CE%F6&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E%C0%B7%D7%B5%C4%BD%E2%BE%F6%D3%EB%C9%F3%C5%D0%D6%C6%B6%C8&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A4%C3%F7%D4%F0%C8%CE%C2%DB&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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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司法制度基础理论

研究
卞建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必读

34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研究 谭世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必读

35
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刑

事司法制度研究
杨宇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必读

36
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民

事司法制度研究
宋朝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必读

37
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行

政司法制度研究
高家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必读

38 程序性制裁理论 陈瑞华，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 年 著作 必读

39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商务印书馆馆，1979 年 著作 选读

40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

方法
E·博登海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 著作 必读

41 法理学 罗科斯·庞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著作 选读

42 法哲学范畴研究 张文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著作 必读

43 法律思维导论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出版社，2013 年 著作 选读

44 刑事诉讼哲理思维 樊崇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年 著作 选读

45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研究
左卫民、陈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著作 必读

46 法律职业良性互动研究 谭世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著作 选读

47 联邦法院 挑战与改革
（美）理查德.A.波斯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著作 选读

48
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

体制转型分析
张卫平,法律出版社，2007 年 著作 选读

49 港澳民事诉讼法 齐树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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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人大书报中心，2020- 刊物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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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经济法学 张守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编著 必读

2 经济法
杨紫烜，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编著 必读

3 经济法学 李昌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编著 必读

4 经济法案例研习教程 任超，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编著 必读

5 经济法案例百选 王先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编著 必读

6
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

的问题与对策
黄奇帆，中信出版集团，2020 专著 必读

7
分析与思考 黄奇帆的

复旦经济学课
黄奇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专著 必读

8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吴晓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专著 必读

9 水大鱼大 激荡十年 吴晓波，中信出版社，2017 专著 必读

10
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

视域
张守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著作 必读

11 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 单飞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著作 必读

12 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 王全兴，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著作 必读

13 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 李昌麒，法律出版社，2003 著作 必读

14 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 张世明，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15
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

的解读
单飞跃、卢代富，法律出版社，2005 著作 必读

16
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

基于经济法的研究视野
孟庆瑜，法律出版社，2005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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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 肖江平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著作 必读

18 论经济法的形式理性 岳彩申，法律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19
论经济国家：以经济法学为

语境的研究
冯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20 经济法实质化研究 叶明，法律出版社，2005 著作 必读

21 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 黄茂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22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

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著作 必读

23
中国竞争法与竞争政策发

展研究报告
孙晋，法律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24
反垄断法解释：规范、

历史与体系
金善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专著 必读

25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

原论
孔祥俊，法律出版社，2019 专著 必读

26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

总论
孔祥俊，法律出版社，2019 专著 必读

27
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原理；

分论
孔祥俊，法律出版社，2019 专著 必读

28
中国反垄断法典型案例

研究
张永忠，法律出版社，2015 教材 必读

29
论反垄断法多元价值的

平衡
兰磊，法律出版社，2017 专著 选读

30 行业协会经济自治权研究 鲁篱，法律出版社，2003 著作 选读

31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大书报中心，

2019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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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英]凯恩斯，商务印书馆，2005 著作 选读

33 经济法概论 [日]金泽良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著作 选读

34 法律的经济分析 [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律出版社，2012 著作 选读

35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美]斯蒂格利茨，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著作 选读

36 自由、市场和国家 [美]布坎南，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著作 选读

37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

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美]爱伦.斯密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著作 选读

38 法和经济学（第三版）
[美]罗伯特·D.考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著作 选读

39
全球竞争：法律、市场和全

球化
[美]戴维·格伯尔，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著作 选读

40 法哲学范畴研究 张文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著作 必读

41 法律思维导论 [德]卡尔·恩吉施，法律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42
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

卷一）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4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
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44 是非与曲直 苏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著作 必读

45 法律是什么 刘星，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46 法权感的产生 鲁道夫·冯·耶林，商务印书馆，2016 著作 必读

47 为权利而斗争 鲁道夫·冯·耶林，法律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48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

方法
E·博登海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49 道德活动论 姚新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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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列宁选集第 2 卷 列宁，人民出版社，1995 著作 选读

51 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5 著作 选读

52 政法笔记 冯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著作 选读

53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凯尔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著作 选读

54 人权与法治 齐延年，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著作 选读

55 义务先定论 张恒山，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著作 选读

56 德性之后 A·麦金泰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著作 选读

57 利维坦 霍布斯，商务印书馆，2017 著作 选读

58 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商务印书馆馆，1979 著作 选读

59 法理学 罗科斯·庞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60 价值论 李德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61 政府论 洛克，商务印书馆，1964 著作 选读

62 论法理 李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63 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 蔡枢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著作 选读

64 现代西方法理学 沈宗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著作 选读

65 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 黄勇、董灵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著作 选读

66

在经验与制度之间:不正

当竞争司法案例类型化

研究

谢晓尧著，法律出版社，2010 著作 选读

67 法治与法治思维 刘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著作 必读

68 法治思维 孙笑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69
思维的笔迹：法律人成长

之道+实战案例训练
高云，法律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286613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828760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828760
http://202.116.41.246:8080/opac/item.php?marc_no=000082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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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生活中的法学：法律问题

与法律思维

（德）鲁道夫冯耶林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
著作 选读

71 法律思维导论 卡尔恩吉施，法律出版社，2014 著作 选读

72 裁判的方法 梁慧星，法律出版社，2017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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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国际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双月刊 必读

2 武大国际法评论 武汉大学主办，武大国际法评论杂志社 双月刊 必读

3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JIL)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主办，美国国际法学会 (ASIL)
季刊 必读

4
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

年刊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

所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刊 必读

5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主办，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季刊 必读

6 国际经济法学刊 北京大学 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 季刊 必读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主办，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季刊 必读

8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 李双元 主编，法律出版社
系列

丛书
必读

9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sif H. Qureshi & Andreas R.Ziegler，

Sweet&Maxwell Limited, 2007
专著 必读

10 International Law(5th ed.)
Malcolm N.Shaw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专著 必读

11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Alan Boyle & Christine Chink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专著 必读

12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Jack L. Goldsmith &Eric A. Posn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专著 必读

https://www.scimagojr.com/journalsearch.php?q=Cambridge%20University%20Press&tip=pub
https://www.scimagojr.com/journalsearch.php?q=Cambridge%20University%20Press&tip=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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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2th ed.)

M.Sotnaraj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专著 必读

14
Fundament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R. Slomanson Belmont，

Thomson/Wadsworth, 2007
专著 必读

15

Pioneering International

Law : Conventions, Treaties,

and Standards

Sheila Nelson, Philadelphia，Mason Crest

Publisher, 2007 专著 必读

16
The Three Law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Jeswald W.Salacu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专著 必读

17
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

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
陈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编著 必读

18 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 余劲松，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 专著 必读

19
Legal Research (8th Edition)

法律检索（影印本）

Morris L. Cohen &Kent C. Olson ， Law

Press,2004
专著 必读

20
英文法规资料的查找方法

与技巧》
余敏友，《国际法问题专论》，2008 年 论文 必读

21 条约法概论 李浩培，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著作 必读

22 国际条约法 万鄂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著作 必读

23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

——人权哲学

[英 ]A.J.M. 米尔恩著，夏勇等译，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
著作 必读

24
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

政策
万鄂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著作 必读

25 国际公法原理
[英 ]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余敏友等

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著作 必读

26 宏观国际法史 杨泽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著作 必读

27
国 际 法 院 新 近 案 例 研 究

(1990-2003)
邵沙平，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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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全球通史
[英 ]斯塔夫里阿诺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著作 必读

29
国际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

(第 2 版 )
朱文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著作 必读

30 贸易走向未来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国际组

织出版

物

必读

31 世界贸易组织法 曾令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专著 必读

32 世界贸易组织 曹建明，贺小勇，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专著 必读

33 世界贸易组织法 王贵国，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专著 必读

34
世界贸易制度与世界贸易

法

[德 ]施托尔 ,南京大学中德法学研究所译，

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专著 必读

35 GATT/WTO法理与实践 杰克逊，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专著 必读

36
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

国际法基础
杰克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37 人权与WTO法律制度 刘敬东，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专著 必读

38 WTO法律与政策专题研究 洪德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专著 必读

39
世界贸易体制 -国际经济关

系的法律与政策
杰克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专著 必读

40
WTO中的争端解决：实践与

程序

[美 ]戴维 ·帕尔米特，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专著 必读

41

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

——WTO法与其他国际法

规则如何联系

[比 ]约斯特×鲍威林著，周忠海等译，法律

出版社，2005 年版 .
专著 必读

42 世界法的三个挑战
[法 ]米海依尔×戴尔玛斯 -马蒂，法律出版

社，2001 年版
专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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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际公法视域下的WTO法 顾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专著 必读

44 WTO宪政理论研究 王玉婷，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 专著 必读

45
既往不咎——WTO争端解

决机制研究
韩立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46

At The Crossroads :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d

The Doha Round.

Griller, Stefan .，Biswas Hope press, 2008 专著 必读

47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s : Necessity,

Transparency, And

Regulatory Diversity.

Delimatsis, Panagiotis，Oxford Press, 2007 专著 必读

48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Doha Developing

Agenda of the WTO

Pitou Van Dijch & Gerrit Faber，Routledge

Press, 2006
专著 必读

49 中国冲突法研究 韩德培，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编著 必读

50
国际私法：案例与资料（中、

英文）
黄进等，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 编著 必读

51 李浩培文选 李浩培，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专著 必读

52
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

范围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

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
专著 必读

53 国际私法(上、下)
[英]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等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54
昨天 今天 明天： 新技术

革命与国际私法
邓正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编著 必读

55
现代美国国际私法学说

研究
张翔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编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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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

分析

黄进等，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 编著 必读

57
冲突法 -案例与资料 (案例教

程影印系列 )
[美 ]利 .布里梅，中信出版社，2003 年版 教材 必读

58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

Symeon C. Symeonides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专著 必读

59

Flexibility versus

Predictability and

Uniformity in Choice of

Law: Reflections on Current

European and United States

Conflicts Law

Peter Hay，Brill，1991 专著 必读

60

Reform, but Not Revolution.

General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Peter M. North，Brill，1990 专著 必读

61
General Problem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 Kahn-Freund ， Sijthoff& Noordhoff,

1976
专著 必读

62 冲突法的危机
[德]克格尔著，萧凯等译，武汉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版
专著 必读

63 国际法 周鲠生，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 专著 必读

64 国际法

[奥]阿尔弗雷德·菲德罗斯，斯特凡·菲

罗斯塔，卡尔·策马内克著，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专著 必读

65 国际法：政治与价值
路易斯·亨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专著 必读

66 国际法
[意]安东尼奥·卡塞斯著，蔡从燕译，法

律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67
大国与法外国家：国际法律

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

[澳]杰里·辛普森著，朱利江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专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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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主权的终结

[澳]约瑟夫·A.凯米莱里，(澳)吉米·福

尔克著，李东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专著 必读

69
主权论 国际法上的主权问

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杨泽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专著 必读

70 奥本海国际法
[英]詹宁寺等修订，王铁崖等译，中国大

百科出版社，1995 年版
专著 必读

71 演变中的国际法问题 江国青，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 专著 必读

72 国际法引论 王铁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专著 必读

73 国际法案例 陈致中，法律出版社，1998 年版 编著 必读

74 简明国际法史
[美 ]阿瑟 ·努斯鲍姆著，张小平译，法律出

版社，2011 年版
专著 必读

75 国际法 周鲠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专著 必读

76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 万鄂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社科

优秀

成果

必读

77
国际法：领悟与构建——W.

迈克尔×赖斯曼论文集

万鄂湘、王贵国、冯华健，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论文

集
必读

78 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
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著，毕洪海

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专著 必读

79 海商法 司玉琢，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专著 必读

80 中国海商法注释
司玉琢、张永坚、蒋跃川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9 年版
专著 必读

81 海商法 张湘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专著 必读

82 海商法 张丽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专著 必读

83 海商法双语教程 袁发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编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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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海商法与民商法分立与趋

同的效率性及公平性研究
徐峰，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 专著 必读

85 中国近代海商法 李建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专著 必读

86 海商法律实务 王玫黎，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专著 必读

87
示范性海事海商裁判文书

评析
张勇健，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年版 专著 必读

88 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人民法院

出版社，2016 年版
主编 必读

89 海商法案例教程 袁发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主编 必读

90 海事诉讼法学 袁发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主编 必读

91 海事诉讼与仲裁法 袁雪，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 专著 必读

92 海事国际私法 韩立新，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专著 必读

93 海事国际私法（冲突法篇） 王国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专著 必读

94 海商法 (上下 )
[美 ]吉尔摩等著，杨召南等译，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版
专著 必读

95 海洋法 屈广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主编 必读

96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Tanaka, Yoshifum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专著 必读

97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国家

实践
薛桂芳，海洋出版社，2011 年版 专著 必读

98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

决机制研究
高健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专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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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学术底蕴较为深厚。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本校就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共党史等

基础学科。老一辈学者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积累了较好的学科基

础。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先后发展起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学、

国际关系等相关学科。1987 年，我校获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硕士点。2003 年，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学科

体系逐渐完备；2006 年，获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博

士学位授权点。至此，本学科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较为完整的人

才培养体系。2012 年 12 月，本学科获批第九轮广东省优势重点学

科。2015 年以来，本学科先后成为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优势学科

集群学科、国内知名学科培育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本学科为 B- 层次。政行系教师科研实力雄厚，先后主持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规划项目 1 0 余项，

在学校认定 A 类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 0 0 多篇。教师科研成果

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1 0 多项。毕业硕士研究生专业基本功扎实，

学科视野开阔，教学和公共管理实践操作能力强，深受各级用人单

位的欢迎。硕士生毕业后主要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社区从事管理、政策研究和文秘等工作，近年来越来越

多毕业生赴国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经过长期的建设与发展，本学科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诸领域取得了较好成绩，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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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向

1.政治学理论(Theory of Politics)

本方向重点围绕政治学经典理论问题、当代政治学理论前沿问

题、现代国家建构与民主政治建设几个领域进行学术探讨，总结人

类政治文明有益的思想成果与理论成果。同时，注重理论前沿与中

国关怀相结合，探寻有利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中国政治学理论创

新的经验与启示。

2.中外政治制度(The Chinese and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 )

本方向侧重中国与外国政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与比较研究，主要

包括中外政府体制研究、中外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外法制

与法治研究几个领域。此外，本方向还重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

能转变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通过政治制度

研究，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为

增强制度自信奠定思想基础。

3.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本方向立足当代多元化的国际政治格局，重视国际关系前沿理

论问题研究，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美国政

治与外交政策研究，亚太区域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外交与国

际战略研究。本方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

和良好国际意识的国际关系专业人才。

4.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

本方向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问题

研究，追寻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源流与时代发展，同时又重视立足

中国，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想、新发展、新成果，总

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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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相结合，丰富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5.中共党史(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Party)

本方向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执政与政权建设历史经验研究、中共党史

人物专门研究、中共党的组织与党的建设研究。此外，本方向立足

当代，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

验纳入党史研究范畴，力求形成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新特色。

6.社会管理(Social Governance)

本方向立足地方和基层，旨在通过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

等相关学科的交叉综合，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培养适应社会治理

创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专门人才。本方

向力求兼顾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探寻政治与社会良性互动

的中国之道。

三、培养目标

本一级学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

养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具

有扎实的政治学学科基础知识、具有开阔的社会科学学术视野，掌

握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目标：

1.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服务国家现代

化建设的能力，具有从事政治学学科相关理论教学、科研和从事实

际工作的志向与热情。

2.学习并掌握政治学一级学科各方向的基础理论、前沿动态和

专门知识，能够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独立开展理论或实际问

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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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术独立精神和创造性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力争在本

一级学科的某一领域取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4.本学科重视培养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运

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来解决现代世界与中国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能够从事政府或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专业性文字写作工

作和调研工作；胜任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等同本学科相关的专

业工作。

5.能够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研究工具，较为熟练地掌握和运用

一门外国语阅读文献和进行学术交流。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基准学制为 3 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

目录为准。因故不能在学制时限内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

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申请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1.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

交流、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四个学期。

2.在指导方式上，采用导师分工个别指导与导师组联合指导相

结合的方式，研究生学业指导、学位（毕业）论文指导以导师负责

为主。

3.本学科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到国内外一流大学、科研院所进行

学术交流、交换培养和联合培养。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包括公共

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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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学术外国语，3 学分。公

共必修课共计 6 学分。

2.学科基础课

本一级学科学科基础课为所有培养方向共同必修的平台课程，

包括现代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

科学精神、学术诚信、伦理道德等）三门。其中，现代政治学理论

3 学分，政治学研究方法 3 学分，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

神、学术诚信、伦理道德等）1 学分。学科基础课程共计 7 学分。

3.方向必修课

方向必修课指适用于某一培养方向专属的必修课程。本一级学

科各培养方向分别设置方向必修课 4 门，其中一门课程为 3 学分，

其余三门课程每门 2 学分。方向必修课共计 9 学分。

4.选修课程

根据培养方向需要，本一级学科各培养方向设置选修课程4门，

每门课程计 2 学分。其中，3 门选修课程由本方向导师组人员承担，

至少1门选修课程可以在其他培养方向的方向必修课或选修课程中

选择。选修课程共计 8 学分。

七、必修环节

研究生的必修环节主要包括文献研读、学术报告、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每项计 1 学分，总计 5 学分。

1.文献研读（1 学分）

导师或导师组负责本学科研究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考核，

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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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术报告（1 学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应完成学校规定的各种学术讲座次数，并达到

及格及以上标准；同时参与本学科 10 次以上的学术讲座、学术论

坛等；或参加 1 次国内外学术会议，有论文入选，并作会议报告。

学院研工办在第五学期末负责审核每位研究生的讲座卡，导师负责

审核研究生参加本学科学术报告、学术论坛、学术会议等的完成情

况，两者都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3.中期考核（1 学分）

研究生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

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等。中期考核由各培

养单位成立考核小组，坚持“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考核，

具体实施细则参见《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中期

考核方案》。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计 1

学分。

研究生中期考核原则上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开题报告

纳入中期考核。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课题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

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4.科研训练（1 学分）

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参加 1 项课题研究，强化科研创

新能力训练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训练考核，

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研究生应参加各种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担任本学院

本科生课程助教工作，本科生管理助理工作，或从事社会调查、兼

职锻炼或参与实务部门实习工作等活动。课程助教与本科生助管工

作由学院和导师协同考核；社会调查、兼职锻炼或参与实务部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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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工作等活动由导师和本方向导师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毕业学分：本学科硕士应修满 35 学分。

科研能力：具备较强的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且科研成果具有

一定创新性和独到见解。

毕业论文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经过预答辩，

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学院做学术不端文献检测（即论文查重）。

查重通过（文字总复制比不超过 20%），并经导师签字同意后，论文

送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评审通过后，交学科指导组审核通过。

九、学位论文

1.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学学

科特色，具有学术研究属性。论文所包含要素以及格式体例必须符

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师〔2020〕

14 号）规定要求，论文主体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总字数不少

于 30000 汉字。

2.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组进行预答辩，通过预答辩之后，提交

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经过防止学术不端行为专业软件检测重复

率（论文查重），符合查重率基本标准（文字总复制比不超过 20%），

提交校内外同行专业人员匿名通讯评审。通讯评审结果为两个同意

参加答辩，或者一个同意参加答辩、一个为修改后可以参加答辩的，

或者两个均为修改后可以参加答辩的，可以进入正式论文答辩。

3.对于匿名通讯评审结果中有一项为建议暂缓参加答辩、不同

意参加答辩情形的论文，研究生同导师商议并且获得导师组召集人、

学科负责人同意之后，可以提出书面申诉，要求重新送审论文。重

新评审结论为同意参加答辩的，可以参加答辩；如果重新评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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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暂缓参加答辩或不同意参加答辩的，不能参加本季论文答辩。存

在争议的论文只一次申请重新送审的机会。

4.因为存在学术不端、质量低劣等问题，未获得答辩委员会多

数同意通过的论文，不能申请复议和重新举行答辩。

十、其他规定

1.主要文献、书目及刊物

为加强研究生文献阅读与信息检索能力的培养，本培养方案中

列出一级学科内必须阅读的较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以及必须经常阅

读的主要学术期刊，供研究生阅读与学习参考（见附表）。除此之

外，各门课程任课教师还需要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推荐课程学习参考

文献。

2.适用年级

本次修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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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硕士

必修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硕士

必修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术

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2 考查

政治学

硕士必

修
现代政治学理论

Contemporary The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8 1 考试

政治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8 1 考试

方向

必修课

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Political Classics 3 48 1 考试

政治学

理论

政治哲学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2 32 2
考试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2 3
考试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2 32 4 考试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s

3 48 1 考试

中外政

治制度

中国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2 32 1 考试

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ance 2 32 2 考试

西方政治与行政思想

Western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Thought

2 32 2 考试

国际关系理论专题

Semina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48 1 考试
国际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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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必修课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题

Seminar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 32 4 考试

美国政治与外交专题

Seminars in U.S. Politics and Diplomacy 2 32 3 考试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专题

Seminars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eripheral Countries

2 32 1 考试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发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3 48 2 考试

科学社

会主义

与国际

共产主

义运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2 32 3 考试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2 32 4 考试

中国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2 32 1 考试

中共党史研究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48 1 考试

中共

党史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党建学说研究

Marxism Party The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 Theory

2 32 1 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the History of PRC 2 32 2 考试

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献与方法

Literature and Methods in CPC History
Research

2 32 2 考试

社会治理与绩效评价

Social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3 48 3 考试

社会

管理

公共管理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32 2 考试

管理学名著

Masterpieces in Management 2 32 4 考试

社会管理法规与政策

Laws and Policies in So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政治学理论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Frontline Issues in Political
Theory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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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选修课

不分

方向

社会运动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Social Movement 2 32 4 考查

公共政策分析

Public Policy Analysis 2 32 3 考查

宪法与行政法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2 32 4 考查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

Study of System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 2 32 3 考查

中外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专题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Political Systems

2 32 3 考查

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 32 3 考查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专题

Seminar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2 32 3 考查

国际关系实用研究方法

Pract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32 2 考查

当代中国外交专题

Semina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2 32 2 考查

俄罗斯东欧政治转型研究

Research on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

2 32 2 考查

社会史与社会思潮专题研究

Seminars in Social History and Social
Thoughts

2 32 2 考查

比较政治经济学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2 32 3 考查

中共党史人物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PC

2 32 3 考查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 32 3 考查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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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Governance 2 32 4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硕士

必修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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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 卷）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2012
著作 必读

2 列宁选集（1-4 卷） 列宁，人民出版社，2012 著作 必读

3 毛泽东文集（1-8 卷） 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4 邓小平文选（1-3 卷）
邓小平，人民出版社，1993，

1994
著作 必读

5 江泽民文选（1-3 卷） 江泽民，人民出版社，2006 著作 必读

6 胡锦涛文选（1-3 卷） 胡锦涛，人民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3 卷）
习近平，外文出版社 著作 必读

8 剑桥中国史（共 11 册）

[英]崔瑞德、[美]，费正清主

编，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2

著作 必读

9 见识城邦·哈佛中国史

[加]卜正民 、[美]陆威仪

[德]迪特·库恩 [美]罗威廉

著；潘玮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著作 必读

10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全两册)
萧公权，商务印书馆， 2011 著作 必读

11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全套三本）
刘泽华，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著作 必读

12 乡土中国 费孝通，人民出版社，2015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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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郭斌和、张

竹明译，商务印书社，1986
著作 必读

14 法律篇
[古希腊]柏拉图，张智仁、何

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著作 必读

15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社，1965
著作 必读

16 国家篇、法律篇
[古罗马]西塞罗，沈叔平 、苏

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
著作 必读

17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德]阿奎那，马清槐译，商务

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18 君主论
[意]马基雅维里，潘汉典译，

商务印书馆，2011
著作 必读

19 神学政治论
[法]，斯宾诺莎，温锡增译，

商务印书馆，1996
著作 必读

20 利维坦
[英]霍布斯，黎思复、黎廷弼

译，商务印书馆，1986
著作 必读

21 政府论（上下篇）
[英]洛克，瞿菊农、叶启芳译，

商务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22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

[法]让—雅克·卢梭，高煜译，

李常山译，东林校译，商务印

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23 社会契约论
[法]让—雅克·卢梭，何兆武

译，商务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24 论法的精神（上下册）
[法]孟德斯鸠，张雁深译，商

务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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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潘恩选集
[英]潘恩，马清槐等译，商务

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26 杰弗逊文选
[美]杰弗逊，王华译，商务印

书馆，1963
著作 必读

27 联邦党人文集
[美]汉密尔顿等，程逢如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28 自由与传统

[英]埃德蒙·柏克，蒋庆、王

瑞昌、王天成译，商务印书馆，

2001

著作 必读

29 政府片论
[英]边沁，沈叔平、秦力文译，

商务印书馆，1996
著作 必读

30 道德与立法原理
[英]边沁，时殷弘译，商务印

书馆，2000
著作 必读

31 论自由
[英]约翰·密尔，程崇华译，

商务印书馆，1996
著作 必读

32 代议制政府
[英]J·S·密尔，汪瑄译，商

务印书馆，1984
著作 必读

33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

的自由

[德]邦雅曼·贡斯当，阎克文、

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
著作 必读

34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商

务印书馆，1997
著作 必读

35 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托克维尔，商务印书社，

1856
著作 必读

36 论国家的作用
[德]洪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
著作 必读

37 法哲学原理
[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1996
著作 必读

38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英]昆廷·斯金纳，商务印书

馆，2002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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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政治学说史（上下册） [美]萨拜因，商务印书社，1948 著作 必读

40 政治哲学史（上下册）
[美]列奥·施特劳斯，法律出

版社，2010
著作 必读

41 正义论
[美]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42 政治自由主义（增订版） [美]罗尔斯，译林出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43 使民主运转起来
[英]帕特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著作 必读

44 集体行动的逻辑
[美]曼瑟尔·M·奥尔森，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5
著作 必读

45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美]戴维·伊斯顿，华夏出版

社，1999
著作 必读

46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

[美]萨缪尔·亨廷顿，新华出

版社 2010
著作 必读

47 论民主 [美]科恩，商务印书馆，2004 著作 必读

48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美]巴林顿·摩尔，华夏出版

社，1987
著作 必读

49 公民文化
[美]阿尔蒙德，维伯，华夏出

版社，2014
著作 必读

50 重访政治文化
[美]阿尔蒙德，维伯，东方出

版社，2014
著作 必读

51 新政治文化

[美]特里-克拉克，[美]，霍夫

曼-马丁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6

著作 必读

52 自由秩序原理

[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奥古斯

特·冯·哈耶克，华夏出版社，

2001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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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往奴役之路
[英]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3
著作 必读

54 自由、市场与国家

[美]布坎南，吴良健、桑伍、

曾获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著作 必读

55
政治：谁得到什么？何时

和如何得到的？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商务

印书馆，1999
著作 必读

56 现代政治分析
[美]罗伯特·A·达尔，上海译

文出版社，2012
著作 必读

57 政治与历史
[法]路易·阿尔都塞，西北大

学出版，2018
著作 必读

58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商务印书馆，

2018
著作 必读

59 伟大的中国革命
[美]费正清，刘尊棋译，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0
著作 必读

60 美国与中国
[美]费正清，张理京译，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0
著作 必读

61 弱者的武器
[美]斯科特,郑广怀、张敏、何

江穗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62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

幻象

[印]阿马蒂亚·森,李风华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63 理解农民中国
[美]李丹,张天虹，张洪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著作 必读

64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

德,[美]詹姆斯·S.科尔曼等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65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

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华夏

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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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

兰、立陶宛、白俄罗斯，

1569-1999

[美]蒂莫西•斯奈德，南京大学

出版社，2020
著作 必读

67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

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四川人

民出版社，2018
著作 必读

68 俄国社会思想史
[俄]，普列汉诺夫，商务印书

馆，1996
著作 必读

69 总统笔记
[俄]鲍里斯·叶利钦，东方出

版社，1994
著作 必读

70 中世纪的城市
[比利时]亨利·皮雷纳,商务印

书馆,2011
著作 必读

71
前车之鉴:西方思想文化

的兴衰

[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

版社，2018
著作 必读

72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徳]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

1999
著作 必读

73 西方世界的兴起 [美]诺斯，华夏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74 治理与善治
俞可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著作 必读

75 交往行为理论
[德]哈贝马斯，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4
著作 必读

76 现代社会冲突
[英]拉尔夫·达伦多夫，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77 合法化危机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上海

世纪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78 单向度的人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上海

世纪出版社，2019
著作 必读



153

79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美]罗伯特·诺齐克，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9
著作 必读

80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美]迈克尔·桑德尔，译林出

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81 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
[美]卡洛琳•加拉尔，江苏教育

出版社，2013
著作 必读

82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

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0
著作 必读

8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 著作 必读

84 国际政治理论
[美]肯尼思·华尔兹，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85 人、国家与战争
[美]肯尼思·华尔兹，上海译

文出版社，1991
著作 必读

86 权力与相互依赖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

夫·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87 霸权之后
[美]罗伯特·基欧汉，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88 硬权力与软权力
[美]约瑟夫·奈，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5
著作 必读

89 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上海

人民出版，2008
著作 必读

90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

对外政策

[美]约翰·米尔斯海，斯蒂

芬·沃尔特，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著作 必读

91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美]亚历山大·温特，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5
著作 必读

92 国家与市场 [英]苏珊·斯特兰奇，上海人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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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2006

93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
[美]杰里尔·罗赛蒂，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7
著作 必读

94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
著作 必读

95 全球政治经济学
[美]罗伯特·吉尔平，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6
著作 必读

96
国际政治中的直觉与错

误知觉

[美]罗伯特·杰维斯，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5
著作 必读

97 无政府社会
[英]赫德利·布尔，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5
著作 必读

98 国家间政治
[美]汉斯·摩根索，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
著作 必读

99 大国的兴衰
[英]保罗·肯尼迪，中信出版

社，2013
著作 必读

100 联盟的起源
[美]斯蒂芬·沃尔特，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8
著作 必读

101 大棋局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102 大外交
[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

社，2012
著作 必读

103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CSSCI 期刊 必读

104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

所，CSSCI
期刊 必读

105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CSSCI
期刊 必读

106 国际政治科学 清华大学，CSSCI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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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CSSCI
期刊 必读

108 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CSSCI 期刊 必读

1 109 日本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中华日本学会，CSSCI
期刊 必读

11 110 美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中华美国学会，CSSCI
期刊 必读

111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

学报)
外交学院，CSSCI 期刊 必读

112 太平洋学报 中国太平洋学会，CSSCI 期刊 必读

113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CSSCI 期刊 必读

114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

亚研究所，CSSCI
期刊 必读

115 人大研究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省级

期刊
期刊 必读

116 探索与争鸣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CSSCI 期刊 必读

117 社会主义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CSSCI 期刊 必读

118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CSSCI（扩

展版）
期刊 必读

119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

国际共运史学会，CSSCI
期刊 必读

120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CSSCI 期刊 必读

1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CSSCI
期刊 必读

122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CSSCI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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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CSSCI 期刊 必读

124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CSSCI
期刊 必读

125 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

所，CSSCI
期刊 必读

126 党建 中共中央宣传部 ，CSSCI 期刊 必读

127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SSCI 期刊 必读

128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CSSCI 期刊 必读

129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CSSCI
期刊 必读

130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CSSCI 期刊 必读

131 政治思想史 天津师范大学，CSSCI 期刊 必读

132 公共行政评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CSSCI
期刊 必读

133 社会 上海大学，CSSCI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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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Marxist Theory

一级学科代码： 0305

培养单位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月 16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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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于 2006 年获批博士

学位授予权，是全国首批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高校之一。2007 年获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

2012 年获批第九轮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2015 年列入华南师范

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2017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进入 A-层次，

2019 年、2020 年上海软科最好学科排名进入前 5%。2015 年，广

东省委宣传部决定与学校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广东省重点

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之一。2019 年学科所在学院入选全国重

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前，硕士点具体招生方向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党的建设。

二、培养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

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和科学社会主义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同，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

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

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给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概念，并

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现实社会问题、

认识问题和科学发展中的问题。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实践性和

创新性原则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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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

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本方向旨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

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基

本历史阶段，总结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和指导实践的历史经验，

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

殊规律，特别是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学科，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学

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

品质，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为重点，密切结

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实践探

索和理论创新，深入研究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

果的主要内容、逻辑结构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

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search on MarxismAbroad）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

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国

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国外马克思主义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对左翼人物、左翼思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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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介和批判分析。既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

史联系性，又注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的变化和演进，

以及它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5.思想政治教育（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

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主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规律、

功能、内容、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与基本经验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发展研究，新时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规律与特点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精

神培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案例研究，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

管理工作研究，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研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研究，干部与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6.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Study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主要聚焦于中国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重大而根

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发展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由谁来领导、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一般应包括：中国近现代史

“四个选择”（即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

路、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背景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和历史规律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经验和历史规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

主要经验和历史规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历史和

规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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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党的建设（The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党的建设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

设的思想理论、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规律的

学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中国

共产党自身建设史研究、党的建设实践和现实问题研究、党内法

规研究、党务工作研究、比较政党建设研究、广东党建实践和创

新研究等方面的内容，紧贴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要求和地方党委

人才需求，坚持理论性、实践性相统一，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的

学风，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能够胜任本学科学术研究、

高等教育和党政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坚持以当代中国实

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为重点，培养政治坚定、品德高尚、信仰坚定，致力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专业人才。

1.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坚持正确的理论取向和学术导向。

2.熟悉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

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认识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和理论成果；掌握思想政治教育

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掌握中国近现代重大基本问题与马克

思主义的内在关系。

3.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和世

界发展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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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了解

本学科的最新动态。

5.培养能够胜任本学科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宣传和党

政工作专门人才的能力。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学术硕士基准学制为 3 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

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1.培养方式上采取导师个人负责制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

合。

2.教学方法上采取导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自学相结合的

方式，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

3.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与导师合

作等方式，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

4.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学院开始的实践课程，培养学生以专业知识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培养实行学分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人文社科

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5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

必修环节计 5 学分。

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6 学分)、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7

学分）、方向必修课（不少于 9 学分）三类。学术硕士课程教学

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学周为 16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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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主要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全部学生通用）、方向必

修课（分不同方向开设，相近方向必要时开设相互通用的）、选

修课程。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学分计 5 学分，不计学时。

1.学术报告（1 学分）

学术硕士应参与 20 次以上的学术讲座、学术报告等。学院

根据完成学术报告登记卡的次数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达到规定

要求者，计 1 学分。

2.文献研读（1 学分）

学术硕士应完成本学科及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

专业学术期刊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术硕士文献研读的指导、检

查与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

式进行，导师组必要时可进行小组考核，学院必要时可进行统一

考核。考核通过计 1 学分。

3.中期考核（详见《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

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1 学分）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身心状况等。思想政治表现明显有问

题者，中期考核建议不通过；有严重问题者，中期考核建议退学；

身心状况有明显不适合攻读学位，中期考核视情况，或者建议休

学；或者建议退学。

课程以及必修环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有两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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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问题者，中期考核建议不通过；必修环节未完成者，中期考

核建议暂缓。

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辅导员、学院党委书记、副

书记为基本成员成立中期考核小组，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中期考

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计 1 学分。中期考核时间原

则上 3 年制学术硕士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

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课题发

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4.科研训练（1 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

学生科研实践训练。硕士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参加 1 项课题

研究，强化科研创新能力训练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导师负责对

硕士生科研训练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

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等。

“三助”可纳入社会实践。“已被录用但入学前因支教等申请保

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在内”。社会实践由马院和导师协同考核，

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术硕士应修满规定的学分，中期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

辩方可毕业。各学科应明确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生毕业时在思想品

德以及各个培养环节应达到的毕业水平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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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旨在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究能力，

为今后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学位论文要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进展报告或预答辩、

评阅以及答辩等环节，具体要求如下：

1.开题报告。研究生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学科根据研

究生选题情况，成立开题报告审查小组。审查小组对论文选题的

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难点，明确方向，以保证学位论文按时完

成并达到预期结果。审查小组对开题报告评定结果为“通过”和

“不通过”，不通过者三个月内再进行一次开题，仍未通过将经

导师同意终止培养。

2.中期考核。研究生在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完成中期考

核。中期考核是在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并通过开题报告后，进

入学位论文工作阶段之初，对其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和科研

能力等方面进行的一次综合考核和评定。业务考核由学科考核组

具体实施。

主要考核研究生课程学习是否达到规定要求，学术态度和作

风、论文进度和质量、科研成果发表、学术活动参与等情况。

研究生向考核小组汇报，并提交文献综述、开题报告、毕业

论文进度、发表论文、学术活动参与及课程学习成绩等材料。考

核小组客观、公正地逐项进行评审打分，提出结论性意见。中期

考核合格以上的研究生可继续学业；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

考核小组在征得导师和导师组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可

终止研究生培养，作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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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文进展报告或预答辩。研究生在第五学期末或第六学期

第 2-3 周前完成论文进展报告或预答辩，由学科组织论文预答辩。

预答辩主要对研究生论文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和对论文的

质量进行检验，学生汇报后，学科组对论文提出改进的意见或建

议。预答辩结果为“通过”和“不通过”，不通过者一个月内再

进行一次预答辩，仍未通过将不能进入学位论文送审和答辩程序。

4.答辩。研究生在第六学期（5月底前）完成论文答辩。由

指导组组织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必须经导师、导师组认可，并经过专家评阅认定合

格后，方可进行答辩。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答辩前需参加

学校论文检测，检测重复率高于 20%的硕士，本次不能答辩。整

篇论文要求符合学校格式规范，论文表述通顺、语言简练、图表

清晰、数据可靠、结论科学，引用他人资料或结论须加以说明，

字数一般在 4 万字左右。学位论文专家评阅未合格或答辩未通过

者，需修改论文，并再次通过专家评阅和申请答辩，两次答辩的

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答辩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十、其他规定

学术硕士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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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2 32 1-2 考试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人文

社科

硕士

必修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硕士

必修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2 考试/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48 1 考查

硕士

必修

学科

通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Introduction of Classics of Marxism 3 48 1 考查

硕士

必修

学科

通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基本问题研究
Studies on Basic Issu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32 1 考查

硕士

必修

学科

通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m an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及其发展史专题

研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Marxism Basic
Category and It’s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进展研究
Research of the Foreign Marxism
Development and Latest Development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168

方向

必修课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方向共用）

3 48 3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Basic Issue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方向共用）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Basic Issues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方向）

3 48 1 考查
硕士

必修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CP
（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Comparis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党建学说专题

研究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y of Marxism
and the CCP Building
（党的建设方向）

3 48 1 考查
硕士

必修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专题研究
The History of the CCP Building
（党的建设方向）

3 48 2 考查
硕士

必修

党的建设前沿问题专题研究
The Advance of Study on the CCP
Building
（党的建设方向）

3 48 3 考查
硕士

必修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History of Marxism Development 3 48 3 考查

硕士

选修

学科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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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3 48 3 考查

硕士

选修

学科

通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3 48 3 考查

硕士

选修

学科

通用

当代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

究
Monographic Studies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3 48 3 考查

硕士

选修

学科

通用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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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10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 列宁选集 1-4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
毛泽东选集 1-4 卷

毛泽东文集 1-8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5 邓小平文选 1-3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6 江泽民文选 1-3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7 胡锦涛文选 1-3 卷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3 卷 外文出版社 著作 必读

9
三中全会以来至十九大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顾海良等，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著作 选读

11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 俞吾金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 马克思传
麦克莱伦，王珍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8 卷 黄楠森等，北京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4 马克思主义史 1-5 卷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

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5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陈学明，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6
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

想史

顾海良、张雷声，经济科学出

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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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资本主义理解史 1-6 卷 张一兵，江苏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8 中国共产党历史 1-2 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

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1-4 卷
顾海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著作 必读

20 中国近代史
李侃、李时岳、龚书铎等，

中华书局
著作 选读

21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沈壮海，武汉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2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
项久雨，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纵横 张澍军，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 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
李德顺，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26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27 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28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
期刊 选读

29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
期刊 选读

30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期刊 选读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期刊 选读

32 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期刊 选读

备注： 具体到六个方向，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可以在此基础上另列一些专业性研究文献

和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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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教育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Education

一级学科代码： 0401

培养单位名称：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月 24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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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肇源于 1935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科，

于 1985年获得教育史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获得教育技术

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得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学位授予

权，2003年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获批建立教

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科为国家“211工程”重点

建设学科、广东省一级重点学科“攀峰学科”、广东省高水平大学

重点建设学科群主要支撑学科和广东省“双一流建设”国家一流建

设学科，教育技术学专业为国家重点学科。

本学科现已形成一支由著名学者引领、知名学者为中坚力量，

年龄、职称和学历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现有专任教师 98人，其

中正高职称 46人，副高职称 37人，博士生导师 31人，硕士生导

师 76人。学科团队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熟

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科研与教学成果丰硕，主持课题和获批经

费能够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近五年，学院获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 30余项，横向课题经费总数超过 1千万元。教师在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500多篇，其中在 SSCI 和《教育研究》等国内外

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篇，出版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专著，获

得省部级以上政府科研成果奖 15项。此外，学院教师的多份咨询

报告被政府或行业采纳，不少咨询报告还获得国家和省级领导人的

批示。

本学科注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现与美国、英国、德国、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和港澳台地区多所高校建立学术联系，

积极开展多方位高层次学术交流合作和人才培养活动，具有较高的

国际学术影响力。本学科长期面向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招收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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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向

本学科立足广东，放眼未来，为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教育学科专

门人才的旺盛需求，共设置 13个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1.教育学原理（Philosophy of Education）

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学科中的基础研究方向，本方向长期坚持

以人为本研究取向，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德育理论与实践、教育

社会学、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提出的教育人学、

教育的文化研究、理性德育论等研究领域，对于推进学科建设、转

变教育观念、明确教育发展方向、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影响。

本方向旨在培养在教育研究、学校管理、青少年教育、教育开发等

领域具有良好综合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2.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课程与教学论注重从文化视角研究课程、教学与学习问题。所

倡导的“大课程论”“生成论教学哲学”和“学习哲学”在国内有

重要影响，在全国较早进行课程与教学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创新以及教学哲学与学习哲学的系统探索，率

先开拓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领域。本方向注重培养综合素

养较高，有较坚实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基础和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能

力，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创新型学术人才。

3.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

教育史学是研究古今中外教育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的基础性

学科。本方向立足于中国传统教育和儒家教育哲学两大研究领域，

拓展教育史料学、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研究领域。本方向着力培养具

有扎实的教育史学理论素养、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的思维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与方法探究教育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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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适合从事教育史领域教学和研究的专门学术人才。

4.比较教育学（Comparative Education）

比较教育学注重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比

较研究。本方向在对国别教育与区域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围绕国别与东南亚教育比较研究、区域与港澳教育比较研究、

教育政策与课程发展比较研究和国际教育与国际交流等领域开展

理论和实践研究，在服务港澳地区教育和东南亚国家教育改革实践

和交流等领域形成了研究特色。通过硕士阶段学习，致力于把研究

生培养成能够掌握世界教育前沿理论和了解世界教育改革动向的

教学和研究专门人才。

5.学前教育学（Preschool Education）

学前教育学主要研究入小学前年龄段(0-6 或 7 岁)儿童身心发

展与教育，特别是注重研究学前教育的特征与规律。本方向已在学

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学前艺术教育等方向

形成较为丰厚的学术积淀与研究特色。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旨在

把研究生培养成为具备一定学前教育学术素养、理论水平和研究能

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未来能够胜任幼儿园骨干教师，或者继续深

造成为高水平学前教育学术研究人才。

6.高等教育学（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学以高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和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对

象，积极以研究回应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

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征。本方向现已在现代高等教育

发展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等领域形成丰厚的学术

积淀与特色。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旨在把研究生培养成为综合素

质较高、知识面广、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或研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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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人才。

7.成人教育学（Adult Education）

成人教育学关注成人终身学习与发展以及各类成人继续教育

活动，研究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方向注重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良性互动，在高等继续教育、教师继续教育、

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领域形成研究特色。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

旨在把研究生培养成为适应我国终身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具有创新

意识和开拓精神，掌握成人教育基本理论，具有分析与解决问题能

力，面向学校、企业和社区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培训及其他社

会服务工作的较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8.职业技术教育学（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职业技术教育学注重从整体上研究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的特征

与规律，探索行业企业技术技能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与教学

改革问题，研究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本科职业院

校和企业培训、社会培训等不同层次与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本方

向已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教融合体系建设和高等职业

教育研究等领域内形成了较好的学术积淀与特色。通过硕士阶段的

学习，旨在把研究生培养成为具备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术素养，

掌握职业院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理论与技术，并能胜任职业院校教

学和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9.特殊教育学（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学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及规律的科学，注重针对特殊

需要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使用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辅具和相关

服务支持补偿其缺陷，开发其潜能，最终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适应。

本方向在特殊教育基本理论、融合教育、特殊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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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评估等领域专业积淀深厚。本方向旨在培养热爱特殊儿童

和特教专业、掌握系统的特殊教育知识结构，能够从事特殊教育领

域科研工作，并胜任特殊教育教学、特殊儿童评估和干预以及特殊

教育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10.教育技术学（Educational Technology）

教育技术学注重理论与技术相结合，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现代

信息科学和技术，促进学习者学习、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探索信息

时代教育教学规律的变化，研究如何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现代信息

科学和技术，优化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设计，促进学习者学习。目

前本方向形成了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大数据

与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智慧教育应用、数字媒体设计与现代远程教

育应用等五个研究领域。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旨在把研究生培养

成为适应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的，具有独立从事教育信息化理

论研究、设计开发、组织实施、管理与评价的能力，能够胜任相关

专业教学、科研工作与从事教育行业信息化工作的较高层次的专门

人才。

11.教育领导科学（Educational Leadership）

教育领导科学通过开展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公共政策学

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

探寻教育管理改革的理论阐释和发展之策。本方向注重教育政策与

法律、教育领导与管理、教育经济与财政、学校发展与评价，以及

社会问题与教育治理等研究，在教育立法和决策咨询、基础教育治

理与创新，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及评价，以及受教育权保障等领域

形成积淀与特色。本方向致力于培养具备教育领导与管理理论素养

的教学和研究专门后备人才、教育行政管理专业人员，以及各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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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校的学生和教务管理人员。

12.基础教育学（Primary & Secondary Education）

基础教育学注重从整体上研究普通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问

题，冀望探索普通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特征与规律，研究对象涵

盖普通小学、初级中学和普通高级中学三个学段。本方向已在基础

教育改革、中小学校管理和农村教育发展等领域形成丰厚的学术积

淀与特色。通过硕士阶段的学习，旨在把本方向研究生培养成为具

备一定的教育学术素养、能够胜任中小学某一学科教学任务的专任

教师，或者具有较高教务或学生管理水平的各类学校管理工作者。

13.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Children and Ideological E

ducation）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是在教育部和团中央、全国少工

委的协调下，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开设的招生专业。本方向旨在

研究少年儿童的思想教育的实践与理论，面向学校教育中的少先队

工作实践。本方向已在少先队教育基本原理、少先队改革工作、少

先队仪式与活动教育、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

学术积淀与特色。本方向旨在培养研究生具备系统扎实的少年儿童

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理论素养，能够运用相关知识、技术和方法，

解决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从事相关教学、

管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

三、培养目标

本方向致力于将硕士研究生培养成为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和学

术道德，具备较为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熟悉教育方法与技术，具

备一定的独立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管理、教育技术支持以

及决策咨询等领域内的教育类专门人才。具体而言，本方向主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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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如下三类专门人才：一是能够从事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各级

各类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门

人才；二是能够胜任各级各类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中小学德育、

教学和教务管理，少年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继续教育和特殊教育教

学与评估，以及社区教育服务和教育技术支持领域的应用型人才；

三是具有积极进取的学术志向，有意攻读高一级学位的专业后备人

才。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一定的国际视

野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以及坚定的教育精神追求。

2.掌握较为丰富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形成良好的

教育理论素养，熟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前沿进展。

3.遵守教育学术研究的伦理规范，基本养成独立开展教育学术

研究的意识与能力；能够运用相关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教育领

域理论与实际问题。

4.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地读译教育类外文文献。

5.身心健康，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1.基本学制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具体以录取

当年招生目录的规定为准。

2.学习年限

在基本学制内未完成学业者，可根据现行《华南师范大学研究

生学籍管理规定》，经申请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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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如下：

1.导师负责与发挥指导组群体优势相结合

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专业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导师应根

据研究生的特点，为每个研究生制定1份“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表”，

并确保研究生按表选修课程和开展相关学习与研究活动。同时，建

立研究生与指导组定期沟通制度，听取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学术研究

情况汇报，开展集体指导活动。注重导师指导与深造自得相结合，

以研究生自我学习自我钻研为主。

2.实施模块化学科课程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科课程由公共必修课、学科

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方向选修课程四大模块组成。同时，注重开

发理论知识与实践导向高度结合的实践类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必修

环节和补修课程两大模块。通过修习上述两大类别课程，培养既具

有良好教育学术素养，又能胜任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教研机构的教学、

管理与技术支撑人才。

3.注重专业理论学习与问题探究相结合

本学科强调专业理论学习与学位论文并重，提倡围绕研究方法

训练和学位论文选题开展各类课程学习与课题研究。本学科努力构

建研究生参与导师群体课题研究的平台与机制，注重提供研究生参

与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机会，积极为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创造条件。

4.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育人平台

本学科注重从校、院和班级三个层面，动员党政班子、导师群

体、党团学工部门和教辅工作人员四类人员，开发思政教育、创新

创业、社团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学生骨干培养六类课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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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平台，积极搭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研究生培养平台。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制及总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以课内学习满 16学时（含

考试）计 1学分。普通方式招录的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在攻读硕士

学位期间获得总学分不少于 36学分，其中学科课程学习不少于 31

学分，必修环节计 5学分。

硕博连读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在硕士阶段的学分要求按培养

模式加以确定：

（1）“1+5”模式：修读完成硕士第一学年全部学科课程，所获

学分与第二学年转入博士阶段后获得的学分合并计算；

（2）“2+4”和“3+3”模式：按照相应培养方向的学术型硕士

生和博士生培养方案要求，修满硕士阶段规定的课程学分。

此外，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必修环节的相关学习

任务，经考核合格，计 5学分。

2.学科课程设置与选课要求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科课程主要由公共必修课、

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程四大模块组成。所有培养方向

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皆需修习如下 13门课程：

（1）公共必修课程（3门，6学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

《学术外国语》（3学分）

（2）学科基础课程（4门，10学分）

《教育原理》（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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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方法》（3学分）

《中外教育名著研读》（3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学分）

（3）方向必修课程（3门，9学分）

本培养方向必修课程 2门，6学分

跨培养方向必修课程 1门，3学分

（4）选修课程（3门，6学分）

本培养方向开设 3门，需修习 3门

可跨培养方向超学分要求修课程，但不计算在毕业学分要求内。

七、必修环节与补修课程

必修环节指学科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

核、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科研训练等培养环节；每项计 1学分，

总学分计 5学分，不计学时。补修课程专为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开设，不计学时和学分。

1.学术报告（1学分）

本学科要求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

办的各种学术讲座等活动。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考核研究生

参与学术报告情况，并根据学术报告登记卡记载评定成绩。

2.文献研读（1学分）

本学科要求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完成指导组和导师指定

的经典文献的研读任务。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

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或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进行考核。

3.中期考核（1学分）

中期考核是保证本学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

节，系以书面和口头报告方式，综合考察研究生思想品德、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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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科研能力等情况，以判断其是否适宜继续攻读的承上启下环节。

本学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一般结合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加以实施，不迟于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举行。中期考核通

过者获得学分，具体考核办法由本学科制定实施细则另行规定。

4.科研训练（1学分）

本学科注重对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系统培养与训练，

加强研究生教育学术素养养成，强化研究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

导研究生全程参与至少一项正规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独立从事教育

教学、教育管理和教育技术等领域的较好研究能力。导师负责考核

研究生的科研训练情况，考核合格者获得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本学科要求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

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包括社会调查、教育调查、挂

职锻炼、教育实习、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和研究生

“三助”等活动。已被录取入学前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研究生的支教

不计算在内。研究生亦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

学科技能大赛等方式获得学分。本学科委托相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

具体规范和考核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与创新实践成效。

通过考核者获得学分。

6.补修课程（不计学时和学分）

本学科通过开放选修本科和教育硕士相关课程以及增设学校

教育类研究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所必需的学科类和实践类课程，为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获得基础教育阶段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提供帮助。补修课程的开设与考核，由相关办公室制定具体办法加

以规范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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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遵纪守法，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修满所在培养方向要求的课程且成绩合格，完成全部必修环节研习

任务，已完成毕业论文但尚未达到学位论文水平的，可申请毕业论

文答辩。申请毕业论文答辩的所需修习课程门数和学分要求，按照

本方案“学分要分与课程设置”执行。通过硕士毕业论文答辩者，

颁授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九、学位论文

本学科注重建立硕士学位授予质量保障机制。首先，根据本学

科制定的中期考核实施细则，重新考核仍无法通过的硕士研究生将

作结业处理，退出培养流程。其次，建立学位授予预警机制，定期

清理超出规定年限、不具备学术潜力的硕士研究生学籍。第三，实

行学位论文质量监控机制，通过制定严格的查重标准和学位论文双

向盲审措施，确保外审学位论文具备良好的学术水平。最后，严格

执行学校学位论文授予工作细则，实施更加严格的学位论文外审异

议处理制度。

本学科要求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应该体现出较为扎实的教育

理论素养，且在选题、内容、方法和规范等方面体现出较好的学术

训练水平。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时间等相关要求，根据学校相关

规定执行。本学科硕士学位申请人达到上述毕业要求与标准，完成

学位论文，可提出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通过上述毕业论文答辩

后需在一年内提出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超过一年视同放弃申请

授予硕士学位。具体学位授予工作，按照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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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规定

本培养方案自 2021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由一级学科硕士

生指导组负责解释。



186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适用

方向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考试 全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全部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全部

学科

基础课

教育学原理

Studies in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全部

教育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3 48 1-2 考试 全部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ducational Classical
Works

3 48 1 考试 全部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Academic Writing and Regulations 2 32 2 考查 全部

方向

必修课

教育基本理论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Education

3 48 2 考试
教育学

原理

公民与道德教育理论

Theories on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3 48 2 考试
教育学

原理

学习心理学理论与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Psychology

3 48 1 考试
课程与

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

Studies in Curriculum &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3 48 1 考试
课程与

教学论

教育史基础理论

Fundamental Theor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3 48 1 考试 教育史

教育史料学

Documentolog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3 48 1 考试 教育史



187

比较教育基本理论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比较

教育学

比较教育研究理论与方法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3 48 1 考试
比较

教育学

学前教育基本原理

Studies in Principl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学前

教育学

学前教育前沿问题

Frontier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y 3 48 1 考试
学前

教育学

高等教育原理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高等

教育学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3 48 1 考试
高等

教育学

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Adult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成人

教育学

成人学习理论

Studies in Adul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3 48 1 考试
成人

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理论
Studies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职业技

术教育

学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Comparative Study o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职业技

术教育

学

特殊教育原理
Principles of Special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特殊

教育学

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
Studies in Spe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3 48 1 考试
特殊

教育学

教育技术基础理论
Fundamental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 48 2 考试
教育

技术学

教学设计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3 48 2 考试

教育

技术学

新技术教育应用
Applic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3 48 2 考试
教育

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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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导与管理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3 48 1 考试

教育领

导科学

教育领导前沿与热点
Frontier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3 48 1 考试

教育领

导科学

基础教育发展史
Studies in Histor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基础

教育学

基础教育管理理论
Theor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Management

3 48 1 考试
基础

教育学

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基本理论
Foundation of Children's Organiz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少年儿

童组织

与思想

意识教

育学

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发展与教育
Children's Mor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 48 1 考试

少年儿

童组织

与思想

意识教

育学

选修

课程

教师教育研究

Studies in Teacher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学

原理

教育测量与评价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学

原理

教育社会学理论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 32 1 考查
教育学

原理

教育与课程文化哲学研究（I）
Cultur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I)

2 32 3 考查
课程与

教学论

教学哲学研究（I）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Teaching (I) 2 32 3 考查

课程与

教学论

课程社会学研究

Studies in Curriculum Sociology 2 32 3 考查
课程与

教学论

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2 32 3 考查 教育史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思潮
System and Thoughts of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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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
Studies in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s

2 32 3 考查 教育史

教育政策与课程发展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Curriculum

2 32 3 考查
比较

教育学

区域与港澳教育研究

Studies in Regional and Hong Kong-Macau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比较

教育学

国别与东南亚教育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n Country and Southeast
Asia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比较

教育学

学前儿童融合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Inclusion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学前

教育学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Arts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学前

教育学

幼儿行为观察与评价研究

Observa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Behavior

2 32 3 考查
学前

教育学

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Studies in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高等

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2 32 3 考查
高等

教育学

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研究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2 32 3 考查
高等

教育学

远程学习方法研究

Studies in Distance Learning Method 2 32 3 考查
成人

教育学

比较成人教育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dult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成人

教育学

成人教育专题研究

Special Topics on Adult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成人

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法律与政策

Law and Policy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职业技

术教育

学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s

2 32 3 考查

职业技

术教育

学

app:ds: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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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指导

Career Planning and Guidance 2 32 3 考查

职业技

术教育

学

特殊儿童评估与个别化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valuation and IEP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 32 3
考查

特殊

教育学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教育研究
Studies in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2 32 3
考查

特殊

教育学

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Studies in Inclusive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特殊

教育学

教育技术选题与研究设计
Research Design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信息化教育测量与分析
IT Facilitated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数字教育资源设计与开发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
Application of AI in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教育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
Educational Data Mining and Learning
Analytics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跨学科教学与项目学习
STEAM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智能学习系统设计与开发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

2 32 3 考查
教育

技术学

教育经济学研究

Studies i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领

导科学

教育行政理论与实践

Studies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2 32 3 考查
教育领

导科学

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

Studies in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aw 2 32 3 考查
教育领

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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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改进与评价研究

Studies in Improv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2 32 3 考查
基础

教育学

中小学德育改革研究

Studies in Moral Education Refor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2 32 3 考查
基础

教育学

中小学管理改革研究

Studies in Management Reform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2 32 3 考查
基础

教育学

学生行为分析与指导

Analysis and Guidance of Student’s Behavior 2 32 3 考查

少年儿

童组织

与思想

意识教

育学

少年儿童闲暇生活与思想意识教育

Children's Leisure Life and Moral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少年儿

童组织

与思想

意识教

育学

价值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Values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少年儿

童组织

与思想

意识教

育学

必修

环节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全部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全部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全部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全部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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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适用方向

1 现代教育论（第 2 版） 黄济,王策三.人民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2 学会生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

展委员会.教育科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3 教育社会学 吴康宁.人民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4 德育原理 黄向阳.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5 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 张岂之,陈国庆.中华书局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6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朱贻庭.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7 人的教育
[德]福禄培尔.人民教育

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8 爱弥尔 [法]卢梭.商务印书馆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9 民本主义与教育 [美]杜威.人民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0 学校的职能
[美]古德莱德.（台北）桂冠图

书股份有限公司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1 现代教育学基础 [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2 教育哲学 [美]麦克米伦.三联书店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3 伦理学与生活 [美]蒂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4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

科学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5
调查研究中的统计研究

方法

柯惠新等.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16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美]高尔等.江苏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教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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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育原理 陈桂生.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18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

理与问题
施良方.上海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19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1－8卷）

王炳照,阎国华.湖南教育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0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

（1－10 卷）

吴式颖,任钟印.湖南教育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1 教育人类学教程 冯增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2 教育科学新进展
钟启泉,李其龙.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3 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
谭光鼎.（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4 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 郑航.人民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5 中国教育学百年
郑金洲,瞿葆奎.教育科学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6 学校社会学
玛丽·杜里－柏拉,阿涅斯·让

丹等.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7 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
[德]布列钦卡.华东师大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8
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

纲要

[德]赫尔巴特.浙江教育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29 世界教育史
[法]米阿拉雷.上海译文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0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

学校

[英]埃德蒙·金.人民教育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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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被压迫者教育学
[巴西]费莱雷.华东师大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2
生活体验研究——人文

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加]范梅南.教育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3 意识形态与课程 [美]阿普尔.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4
学会关心——教育的另

一种模式
[美]诺丁斯.教育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5 教育测量与评价 黄光扬.华东师大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6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础 [美]艾尔·巴比.华夏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7 抽样调查 [美]L.Kish.中国统计出版社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8
Educational Theory and its

Foundation Disciplines

Paul

H.Hirst(ed.),London:Routledge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39
A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W.F.Connell,New York.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40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A Systematic

Analysis.

Jeanne H.Ballantine(2005).By

Book News,Inc.
专著 选读 教育学原理

41 课程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2 课程学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3 课程新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4 课程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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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现代课程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6 教学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7 教学论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8 教学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49 课程与教学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0 现代课程与教学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1 课程与教学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2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

原理与问题
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3
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

理、策略与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4
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

论与原理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5 课程研究方法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6 教学研究方法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7 教学本体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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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守望与前行：教学认识论

的当代视野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59
当代教学的热点问题—

—价值论的视角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0 教学发展的时代走向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1 学记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2 教学认识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3 教学思想发展史略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4 当代教学论文选 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5
教学价值的历史流变与

当代选择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6 教学价值观念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7 教学知识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8 教学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69 教学哲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0 面向他者的教学交往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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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学记》教学思想研究：

中国古典教学论体系

阐释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2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人民出版社,2008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3 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4 学习哲学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5 课堂教学社会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6 教育社会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7 教育社会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教材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8 课程社会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79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0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1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

市高等教育学会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2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3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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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5 电化教育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6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7 人民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8 基础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课程与教学

论

89
课程论重建与教育科学

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0
课程教学改革与教育

思想建设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1
中国课程教学改革

四十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2 中国课程论研究四十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3 中国教学论研究四十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4 哲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5 教育哲学通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6 教学论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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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

教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8
指向核心素养的逆向

课程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99
指向核心素养的课程

整合
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0 有效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1 有效教学论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2 教学临界阈理论与实践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3
运筹帷幄——教学设计

的方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4 微型课程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5
学无止境——构建学习

型社会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6 学习中心教学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7
学习中心教学的学校

行动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8
学习心理学——学习与

行为的基本规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09
学习心理研究：理论与

实践
吉林人民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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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心理学基础——儿童发

展与学习（第 2 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1 小学数学学习心理学 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2 学习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教材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3
班级日常生活重建中的

学生发展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著作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4 中学语文教学 首都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5 语文建设 语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6 数学教育学报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7 数学通报 中国数学会,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8 中小学外语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19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0 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社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1 思想政治课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2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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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地理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4 物理教学 中国物理学会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5 物理教师 苏州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6 化学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7 化学教育 中国化学会,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8 生物学教学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课程与教学

论

129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中华书局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0 明儒学案 黄宗羲.中华书局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1 中国教育哲学史 张瑞璠.山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2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 孟宪承等.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3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 孟宪承.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4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舒新城.中华书局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5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陈学恂.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6 中国教育史研究 陈学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7 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
杜成宪等.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8 论语教育智慧品绎 黄明喜.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39 西方教育思想史
张斌贤,褚宏启.四川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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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

基础

佛罗斯特著.吴元训等译.华夏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41 教育思想的演进
爱弥尔·涂尔干著.李康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史

142 王阳明全集 王守仁.上海古籍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3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教育卷）

张瑞璠,金一鸣.复旦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4 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
毛礼锐,沈灌群.山东教育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5
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

制度考
李国钧.湖北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6
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八卷本）

王炳照,阎国华.湖南教育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7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舒新城.福建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8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汇编
陈元晖.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49 中国历代教育制度 顾树森.江苏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0
中国教育思想史

（三卷本）

孙培青,李国钧.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1 民国教育史 李华兴.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2 中国的社与会 陈宝良.浙江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3 美国教育史 滕大春.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4
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

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
安迪·格林.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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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中世纪教育文选 吴元训.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6 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 W.F.康纳尔.湖南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7
The struggl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McCulloch,Gary.London:

Routledge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8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Boyd,William,and Edmund

J.King.Lanham,Md:Barnes&No

ble Books.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59
The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McClellan,Bernard Edward,and

William

J.Reese.Chicago,Ill:University

of Illinois.

著作 选读 教育史

160 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杂志社 期刊 选读 教育史

16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期刊 选读 教育史

162 教育史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期刊 选读 教育史

163
比较教育导论——教育

与国家发展

顾明远,薛理银.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64 比较教育学
王承绪,顾明远.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65 比较教育学 卢晓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66 比较教育概论
（西）何塞·加里多.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67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

校——今日比较教育

[美]埃德蒙·金.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68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比较教育学



204

169
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

研究

薛理银,顾明远.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0
定位与发展：比较教育的

理论、方法与范式
孙进.山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1 教育中的比较方法 朱勃.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2
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

方法
贝磊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3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

利益”的理念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4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

的今天和明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

展委员会.教育科学出版
著作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5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6 比较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 期刊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7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期刊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8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期刊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79 教育政策学导论
[美]费朗西斯·福勒,著.许庆

豫,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0 教育政策导论 黄忠敬.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1 教育政策学 袁振国.江苏教育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2 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 刘复兴.教育科学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3 教育政策国际比较 吴尊民.上海教育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4 比较教育政策 王晓辉.江苏教育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5 教育宏观决策比较研究 周满生.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6 教育政策观察（第二辑） 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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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

研究

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王

承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8
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国别

报告

郑富芝,范文曜主编.教育科学

出版社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89
谁在管理我们的学校—

—变化中的角色和责任

[美]戴维·T·康利著.侯定凯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0

21 世纪的教与学 六国教

育目标、政策和课程的

比较研究

费尔南多·M·赖默斯,[美]康

妮·K·郑,著.金铭,译.北京语

言大学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1 比较课程论
霍尔姆斯,麦克莱恩著,张文军

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2 东南亚高等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教

育部长组织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张建新译.人民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3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

东南亚与世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会斌

译.译林出版社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4
东南亚：多文明世界的

发现
石泽良昭著；吴呈岑校译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5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

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增订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6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

政策和创业型大学
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7
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

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安东尼·克龙曼 译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198
Crossing Borders in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Chapman,D.,et al.,New

York:Springer
编著 必读 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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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0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1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2
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比较教育文选

赵中建,顾建民.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3

比较视野下的教育变革：

比较教育理论与世界教

育发展

陈时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4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教

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5
泰国教育制度与政策

研究
阚阅,徐冰娜著.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6 泰国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李枭鹰,唐敏莉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编译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7
柬埔寨高等教育政策

法规

王喜娟,王瑜,刘玉成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译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8 老挝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李枭鹰,苏婷婷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编译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09 越南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李枭鹰,韦洁璨译.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编译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0
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政策

法规

钟海青,王喜娟编译.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编译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1
创新与创业教育:基于新

加坡教育实验的分析

查尔斯·汉普登-特纳(Charles

Hampden-Turner),著;武晓哲,

吴瑕,译,商务印书馆

译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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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ization in Asia

Pacific: 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citizenship

and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Hawkins,J.Mok,K.Neubauer,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3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Kaur,S.Sirat,M.&Azman,N.,Pul

au Pinang:Penerbi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4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 Student, Talent,

Knowledge-Innovation

Models

Knight,Jane,Dordrecht:Springer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5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Futao,Huang,Hiroshima:Hiroshi

ma University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6

Education in Malay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Samuel,M.,Meng,Y.T.,&Symac

o,L.P.,Singapore:Springer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7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n Century: The

European legacy and the

future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

Hill,C.,&Fernandez-Chung,R.M

.,Oxon:Routledge,2017.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8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UNESCO,Bangkok:UNESCO

Bangkok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19

Internationalizing Higher

Education in Malaysia:

Understanding,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Tham,Siew

Yea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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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Blurring

borders, changing balance

Welch,Anthony.,London:Routle

dge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1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

Old Elephant in Search of

a New Mahout

Gerald

W.Fry,Singapore:Springer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hooling in Cambodia:

Issues of quality and

equity

Kitamura,Yuto,et al.,Springer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3

Myanmar’s Education

Reforms: A pathway to

social justice?

Marie Lall,UCL Press 著作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4

Education in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n Track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ichard Noonan,Springer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5 Education in Indonesia

Suryadarma,Daniel,and Gavin

W.Jones,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6

The “Other” Students:

Filipino Americans,

Education, and Power

Maramba,Dina C.,and Rick

Bonus,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Inc

编著 选读 比较教育学

227 学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著作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28 人的教育 福禄贝尔.人民教育出版社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29 童年的秘密 蒙台梭利.人民教育出版社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0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杜威.人民教育出版社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1 皮亚杰教育论著选 皮亚杰.商务印书馆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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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 维果斯基.商务印书馆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3 陈鹤琴教育论著选 吕静.周谷平.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4 学前教育思想史 唐淑.王雯.苏州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5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人民教育

出版社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6
学前教育：从蒙台梭利到

瑞吉欧（第十一版）

乔治·S.莫里森.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7 童年社会学（第四版）

[美]威廉·A.科萨罗（William

A.Corsaro）著.哈尔滨: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2016.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8 学前教育课程

[美]贾珀尔•L•鳃普纳林,詹姆

斯•E•约翰逊著.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4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39 家庭社会工作
张文霞,朱冬亮.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5
专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0 艺术即经验
[美]约翰·杜威,高建平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0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1 儿童心理创伤治疗

[美]玛考尔蒂主编,刘建鸿,王

锦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10

译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2 儿童行为观察与研究
罗秋英,周文华.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1
专著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3
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科

学研究方法

王坚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0
著作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4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

学研究

陈向明著.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10
著作 必读 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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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学前教育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中国学前教育

研究会
期刊 必读 学前教育学

246
儿童心理学手册

（第六版）

[美]勒纳（Lerner,R.M.)主编.

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47 发展心理学的关键概念

[美]谢弗（Schaffer,H.R）著.

胡清芬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8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48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
埃德加·莫兰.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49
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

法论：理论与应用

顾基发.唐锡晋.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2006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0 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
(美)理查德·M.勒纳.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1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1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2 西方哲学史 罗素. 商务印书馆.1978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3 教育心理学 莫雷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4 童年哲学
加雷斯.B.马修斯.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5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5 道德经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6 教育漫话 洛克.商务印书馆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7 爱弥儿 卢梭.商务印书馆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8 儿童精神哲学 刘晓东.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59 哲学研究方法论 欧阳康.武汉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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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不平等的童年

[美]安妮特·拉鲁著,宋爽,张

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1 西方儿童史
[意]艾格勒.贝奇等著.卞晓平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2 亲子关系：家庭教育导论
Bigner,J.著,郑福明等译.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3 家庭社会学导论
邓伟志,徐新.上海:上海大学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4
开始玩戏剧 4-11 岁：儿

童戏剧课程教师手册

[美]Joe Winston,Miles

Tandy.陈韵文,张铠尹译.台

北:心理出版社,2008.

专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5
一周又一周：儿童发展记

录（第 3 版）

[美]芭芭拉•安•尼尔森著.叶

平枝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1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6
观察儿童：儿童行为观察

记录指南

[美]本特森著.于开莲,王银玲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9．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7
通过游戏来教:教师观念

与课堂实践

[英]尼尔.本内特,利兹.伍德,

休.罗格斯.刘焱,刘峰峰译.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4.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8 儿童游戏通论
刘焱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4
著作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69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

生活文化

安·格雷著.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2009.
译著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0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1 中国音乐教育 人民音乐出版社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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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中国特殊教育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3
幼儿教育导读（教育

科学版）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4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ELSEVIERSCIENCE INC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5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Springer Netherlands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6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Taylor and Francis Ltd.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7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Literacy
SAGE Publications Inc.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8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Taylor and Francis Ltd.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79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80 Early Years Routledge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81 Peception of Music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82 Child Development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期刊 选读 学前教育学

283 高等教育讲座 潘懋元.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84 高等教育哲学
[美]布鲁贝克.浙江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85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

科研究

[美]伯顿·克拉克.浙江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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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

世纪大学、第二卷：近代

早期欧洲大学

(1500-1800)）

[瑞士]吕埃格主编.河北大学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87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

大学研究

[美]亚伯纳罕·弗莱克斯纳.

浙江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88 外国高等教育史 黄福涛.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89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 涂又光.湖北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0 大学的理想
[英]约翰·亨利·纽曼.浙江教

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1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

基础

[美]S·E·佛罗斯特.华夏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2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论纲 卢晓中.广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3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卢晓中.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4 发展教育论 袁本涛.江苏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5 教育法学 劳凯声.辽宁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6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教育部人事司组.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7
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

实务
张钿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8 教育政策学 袁振国.江苏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299 教育政治学 马凤岐.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300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

管理体体制比较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浙江教

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301 比较高等教育 谢安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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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

化变革与发展
简·奈特.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高等教育学

303
高等教育全球化理论与

政策
皮特·斯科特.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4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

的大趋势
陈学飞.福建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5
跨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李盛兵.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6 后现代课程观 [美]多尔.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7 高等学校课程研究导论 王伟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8
高职教育课程开发理论

与实践
姜义林.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09
中国高等教育评论

（系列）
潘懋元.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10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

展（系列）
谢安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11 大学组织与治理 阎凤桥.同心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12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

组织的跨国研究
[美]克拉克.杭州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高等教育学

313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论 高志敏.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14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

的今天和明天

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教育科

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15
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

报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

究所,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16 终身教育引论
保罗·朗格朗.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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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 吴遵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18 成人教育理论丛书
叶忠海等,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19 成人教育基础理论 郑淮等,中山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0
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

实际指导

雪伦.梅里安著.黄健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1 成人学习理论的新进展
雪伦.梅里安著.黄健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2 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 加普尔等.华东师大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3 现代成人教育管理 柳士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4 远程学习方法与技术 丁新等.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成人教育学

325 比较成人教育
毕淑芝等.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26 迈向学习社会 赵红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27 英国成人教育史 张新生.山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28
教师专业发展的国际

比较
单中惠.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29 社区教育丛书（5本） 叶忠海等.上海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30 社区教育内涵发展论 张永.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31 老年教育学 杨德广.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32 成人教育学刊 人大复印资料 期刊 选读 成人教育学

333 职业教育学
李 强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0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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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 姜大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35 中国职业教育史 谢长法.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36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

名著选编
石伟平.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37 职业教育课程论
徐国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38 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戴士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39 职业教育研究方法
王 屹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0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0 职业教育管理
贺祖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0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1 职业教育社会学
王清连,张社字.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8
专著 必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2
高职教改课程教学设计

案例集
戴士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3
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一体

化课程开发指南
赵志群.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4
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主流

教学思想研究
姜大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5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十年

周建松,唐林伟.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2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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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职业教育学实用专题
夏金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3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7 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葛道凯.高等教育科学出版

社,2012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8 职业教育心理学
曾玲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0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49 国际策略、发展与制度
［英］克拉克.职业教育: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译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0
国际视野下的职业教育

师资培养

［德］葛洛曼.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2
译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1
借助学习任务进行职业

教育

德国联邦职教所.机械工业出

版社，2010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2
实践导向职业教育课程

研究：技术学范式
徐国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3 高等职业教育的逻辑 周建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4 成思危论职业教育
成思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
专著 选读

职业技术

教育学

355
特殊需要儿童教育导论

（第八版）

William L.Heward,肖飞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译著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56 发展心理学（第八版）
David,Shaffer,邹泓等译.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译著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57 特殊教育学
雷江华,方俊明.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1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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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特殊儿童心理评估
韦小满,蔡雅娟.华夏出版

社,2016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59
特殊儿童个别化教学设

计与实施
张文京.重庆出版社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0
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理论

与实践
张文京.重庆:重庆出版社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1 心理学研究方法
舒华,张亚旭.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0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2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

—SPSS 中文视窗版数据

分析范例解析

邱浩正.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3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

学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4 特殊学校校本课程开发
黄建行,雷江华.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5
现代课程与教学论

（第 3 版）

黄甫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4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6 融合教育导论
雷江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7
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

发展与教育

李闻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8
Assessment in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John Salvia，James E.

Ysseldyke，Sara Witmer，原出

版者：Cengage Learning，版次：

第 13版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369
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

发展与教育

李闻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2
著作 必读 特殊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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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特殊儿童及青少年心理

学（第七版）

丽塔•威克斯-纳尔逊,艾伦•C.

伊斯雷尔著，赵凯,潘璐等译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1
今日学校中的特殊教育

（上、下）

路得.特恩布尔等,方俊明等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译著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2 0-3 岁 AEPS 测量

Dian Bricker 编著,第一社会

福利基金会译.台湾心理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3 3-6 岁的 AEPS 测量

Dian Bricker 编著,第一社会

福利基金会译.台湾心理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4 儿童评价
陈会昌译.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08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5
特殊需要婴幼儿评估的

实践指导

Judith Bondurant-Utz 钱文,

刘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

译著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6
特殊儿童教育诊断与

评估
王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7
拥抱个别差异的新典范

——融合教育

钮 文 英 . 台 北 : 心 理 出 版

社,2008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8
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与

干预

董会芹.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3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79
心理与教育的多因素的

实验设计

舒 华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1994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80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SPSS 软件应用

郭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81 在行动中学做质的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382 教师如何作质的研究 陈向明.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著作 选读 特殊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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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教学原理
佐藤正夫著.钟启泉译.教育科

学出版社,2001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4 有效教学方法（第九版）
加里.D.鲍里奇著.杨鲁新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5 教学设计原理（第五版）
R·M·加涅等著.王小明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6 教学系统设计（第二版）
何克抗等著.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6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7 剑桥学习科学手册
R.基思索耶主编.徐晓东译.科

学出版社,2010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8
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

整合理论（第二版）

何克抗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9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89 有效的学生评价
Ellen Weber 著.董奇等译.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0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

（第二版）

戴维·H·乔纳森等.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5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1 绩效技术概论
张祖忻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5

专著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2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

册（第三版）

J.Michael Spector 等著.任友

群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3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

学研究

陈 向 明 著 . 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2002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4
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基

础（第二版）

谢幼如,李克东编著.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7
著作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5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6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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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电化教育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8 开放教育研究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

电视大学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399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Elsevier Ltd.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400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Inc. 期刊 必读 教育技术学

401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

脑、心理、经验及学校

约翰·D·布兰思福特等编著.

程可拉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教育技术学

402 可见的学习与学习科学
John Hattie 等著.彭正梅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著作 选读 教育技术学

403
学习科学与技术——信

息时代学习能力的培养

桑新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著作 选读 教育技术学

404
为了更好的学习——教

育评价的国际新视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窦卫

霖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教育技术学

405 远程教育杂志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技术学

406
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

法（第 4 版）

王乐夫.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2013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07
领导学：理论与实践

（第 6 版）

[美]彼得·诺思豪斯.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08 组织行为学（第 18 版）

[美]斯蒂芬·罗宾斯,蒂莫西·贾

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09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王善迈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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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从滞后到超前——20 世

纪人力资本学说·教育经

济学

靳希斌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1 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 曾满超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2 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 曾满超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3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

全书
Martin Carnoy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4 摒弃官僚制 奥斯本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5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 彼得斯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6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7 新公共管理 简.莱恩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8 没有政府的治理 罗西瑙 专著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19 教育政策学 袁振国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0

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

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

问题研究

劳凯声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1
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基本

文献讲读
刘复兴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2 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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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法理学 沈宗灵（主编）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4 法学概论 吴祖谋等（主编）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5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期刊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6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期刊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7 高等教育研究 西华大学学术期刊部 期刊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8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期刊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29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yne K.Hoy,Cecil G.Miskel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0 教育组织行为学 罗伯特·欧文斯著.窦卫霖译 著作 必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1 领导学
邱霈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社,2004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2 组织领导学
刘延平,杜英歌.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1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3 领导是什么
李德伟,马璐.北京:中国经济

出版社,2004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4 现代领导学
张伟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3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5
领导学——在经验积累

种提升领导力

[美]理查德·哈格斯等.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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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领导者与领导过程

[美]乔恩·L·皮尔斯,约

翰·W·纽斯特罗姆.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7 组织行为学
[美]杰拉尔德·格林伯格.南

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8

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the Schoo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RIBBINS,P.(Ed.)London,Cassel

l.1997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39 世界教育危机 菲利普·库姆斯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0 教育的经济价值 西奥多 W•舒尔茨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1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

和研究的作用
西奥多 W•舒尔茨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2 微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3 经济学原理 昆曼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4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科所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6 北大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7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 威廉.邓恩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48 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 尼古拉斯.亨利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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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0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科所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1 北大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2 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 刘复兴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3 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 斯蒂芬·鲍尔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4 理解公共政策 托马斯·戴伊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5
教育法学：原理、规范与

应用
申素平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6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朱苏力 专著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7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国外期刊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8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59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0 比较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1 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 E·马克·汉森著.冯大鸣译 著作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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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管理学（原书第 11 版）

斯蒂芬·Ｐ·罗宾斯,玛丽·库

尔特著.李原,孙健敏,黄小勇

译

著作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3 管理思想的演变
丹尼尔·A·雷恩著.孙健敏,

黄小勇,李原译
著作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4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SAGE PUBLICATIONS LTD.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5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LTD.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6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MERALD PUBLICATIONS

LTD.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7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

Leadership

SAGE PUBLICATIONS LTD. 期刊 选读
教育领导科

学

468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

改革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加拿大

多伦多国际学院译.教育科学

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69 基础教育哲学 陈建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0 比较基础教育
马健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

苏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1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研究
叶澜.中国人大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2

高中教育发展战略问题

研究——以广东省深圳

市为例

葛新斌等.吉林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3 基础教育改革论纲 张天雪等.重庆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4 青少年心理学
约翰·桑特洛克 著，寇彧 等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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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现代小学教育管理新论 葛新斌等.山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6 中小学教师激励与管理 葛新斌等.山东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7 现代美国教育管理 坎贝尔等.广东高教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8
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

与实务
霍依等.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79 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 布什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80 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 王承绪.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81 什么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82 民主主义与教育 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 著作 必读 基础教育学

483 教育的视界 肖川.岳麓书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4 走向生活的教育哲学 刘铁芳.湖南师大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5 反思中国教育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6 中国教育热点新观察 杨东平等.湖南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7
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

的核心
萨乔万尼.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8 教育组织行为学 欧文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89 现代教育行政学
久下荣志郎等.教育科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0 中国教育管理史 孙培青.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1 外国教育管理发展史略 曾天山.教育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2 现代教育管理学引论 安文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3 教育管理学：概念与原理 黄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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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教育行政学 吴志宏.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期刊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6 基础教育课程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
期刊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7 基础教育参考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期刊 选读 基础教育学

498 政治心理学 王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499 当代少先队教育原理
卜玉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21 出版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0 少先队学
段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8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1 儿童的世纪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沈坚等

译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3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2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

教育部课题组.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9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3 学会关心
诺丁斯著.于天龙译.北京:教

育科学出版社,2003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4 儿童的道德判断
皮亚杰著.傅统先,陆有铨译.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5
张先翱少先队教育文集

（上卷）

张先翱.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2014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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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儿童社会性发展
张文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9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7 少先队管理学
赵国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3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8 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
郑洸,吴芸红.天津:天津人民

出版社,1992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09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

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

会,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社,2010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0 生命与休闲教育
刘 海 春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2008
著作 必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1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
[美]埃里克森.孙名之译.杭

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2 孩子们，你们好
[苏]阿莫纳什维利.朱佩荣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3 德育原理
黄向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0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4
青少年发展研究与学校

文化生态建设

李晓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10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5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刘晓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6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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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童年的秘密
蒙台梭利.马荣根译.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0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7 童年的消逝
波兹曼.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4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8
西方道德心理学的

新发展
杨韶刚.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19 儿童发展
[美]劳拉·E.贝克,江苏教育出

版社,2002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20 正面管教
[美]简·尼尔森著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2016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521
教育辅导系列：理情行为

治疗

[美]艾理斯著.刘小菁译.四川

大学出版社,2005
著作 选读

少年儿童组

织与思想意

识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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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心理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Psychology

一级学科代码： 0402

培养单位名称：
心理学院

脑科学与康复医学研究院

填表日期： 2021 年 6月 10 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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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 20世纪 50年代初由著名心理学家阮镜

清教授创立。本学科首批获批教育心理学博士点（1984）、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国家重点学科

（2002），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理科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平

台，拥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学科带头

人莫雷教授，担任(或历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科委员会学部委员，国家级教学名

师。拥有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0名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12

名。本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 A+，“心理学/精神病

学”位于 ESI学科排名前 1%。

二、培养方向

1.基础心理学（Fundamental Psychology）

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和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包括心理的实质

及结构，感知觉，意识与注意，学习与记忆，思维与言语，情绪情

感与动机，个性倾向性与能力、性格、气质等一些基本的心理现象

及其有关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脑机制，包括基本

认知过程的神经基础，情绪和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心智障碍的神

经基础，基因、遗传、环境与脑、行为的相互作用。

2.发展与教育心理学（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主要研究个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人类学习与教育，特别

是学校教育在促进个体心理发展变化中的心理学问题。包括不同年

龄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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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的心理发展特征和规律，毕生认知、人格与社会性发展的心

理及神经机制，以及对各年龄阶段个体发展问题的干预。研究教育

情境中个体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探

讨学习心理和教学心理，包括知识、技能与能力的学习过程与规律，

品德的培养过程与规律，学习动机的形成过程与规律，课堂管理，

教学设计和教学测评等。

3.应用心理学（Applied Psychology）

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在各种实际领域的应用。包括心理障

碍及其评估与诊断，心理病理机制，心理疾病的预防、咨询与

治疗，以及正常人群在生活、学习和职业等方面发生的适应性

与发展性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表现、评估以及咨询和干预。

另外还包括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各领域中人

的管理行为特点及规律，研究工作分析与环境设计，人员选拔

和测评，培训和职业发展，绩效评估与反馈，领导行为与决策，

职业健康心理，员工帮助计划，组织与员工促进，组织变革与

危机应对等。

4.计量心理学（Quantitative Psychology）

研究使用数学方法对心理现象进行分析、描述和统计推断的方

法。掌握现代心理统计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技术，以及现代心理测

量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技术。心理测评数据的高级统计建模与应用，

心理与教育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应用，心理与教育测评技术与应用，

现代教育测量与认知诊断技术。

三、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心理学基本理论，具有较强学术研究能力

和实践应用能力，能够胜任相关领域工作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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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毕业生适合到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继续深造，或者到各级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心理咨询辅导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分析等工作，具体为：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的奉献精神。

2.具有良好的思辨和科研能力，能独立开展科研活动，撰写高

质量的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

3.能掌握修读方向所要求的专业基础理论及技能技巧，帮助人

们处理各种与专业相关的实践问题。

4.能熟练的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具有较强的文献信息检索能力，

能够熟练使用心理学实验研究的计算机编程工具，具有较强的数据

分析能力。

5.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

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够独立

的进行学术交流。

6.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在校学习年限为 6年。达到最长在校学

习年限时，必须办理学籍终止手续。在学习年限内满足毕业条件，

但未满足学位授予条件，可申请毕业答辩，学校为其保留学位申请

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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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以课程学习和导师指导相结合，导师和指导组集体培养相结合。

1.课程教学方面，注重稳定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相结合。注重

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包括科学问题的发现、研

究的设计和实施和研究报告的撰写，鼓励研究生学位论文选择有挑

战性的学科前沿领域的课题。

2.导师培养方面，注重导师的指导与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钻研

相结合，通过以课题组为单位的学术活动，引导学生将课堂知识与

科学研究相结合，进入具体的研究领域，培养科研思维，具备科研

能力，发表学术论文。

3.发挥学科优势，广泛吸收国内外前沿知识。以多种形式开展

科研活动，举办关于心理学热点与前沿问题方面的学术报告，导师

组织开放性的学术沙龙活动等。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实行学分制。具体毕业要求:（1）最低必须修满 36学分；（2）

学位论文不计入学分；（3）公共必修课 3门，共 6学分；学科基

础课 3门，共 7学分；方向必修课 2门，共 5学分。选修课至少选

6门，其中方向限选课至少 2门(四选二)，自选课 4门，共 12学分。

非本方向的限选课，可以作为其它方向的自选课；其他必修环节，

共 6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课程设置表。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正式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科研训

练、中期考核、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心理学研究前沿动态等必

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计 6 学分，不计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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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报告（1 学分）

指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校级学术讲座、跨学科学术讲座和

院级学术讲座，学院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

规定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和科研训练（各 1 学分）

学生应完成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刊、文献专

著的研读；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

强化学生科研实践训练。文献研读和科研训练以导师课题会的形式

开设，由导师负责指导和考核，课题组会议每 2周 1次，每次时间

不少于 2课时 80分钟，或每周 1次，每次时间不少于 1课时 40分

钟。

3.中期考核（1 学分）

学术型硕士生中期考核依据《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学术学位硕

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细则》开展，着重考察其从事心理学科科学研究

的全面素质和知识创新能力，主要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

研究能力、开题报告和身体条件等内容。

中期考核时间一般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的第四学期

末，即每年 6-7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

考核合格等级以上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才能进入学术型硕士学位

论文撰写阶段，并获得中期考核 1个学分。

开题或中期考核后课题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开题。

4.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累

计时间不少于 32 课时）。社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

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

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等。“三助”可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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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学生也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

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

学生需填写《心理学院研究生社会实践与创新登记表》，经导

师和学院审核确认后，可获得 1 学分。

5.心理学研究前沿动态（1学分）

“心理学研究前沿动态”以听取心理学专业学术讲座的形式获

得学分。学生在读期间，要求至少听取 10 场专业学术报告，根据

该环节学术报告卡记录来评定等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合格或以上可获得 1 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生完成所有必修环节学习，且至少修满规定的 36 学分，学

术能力达到毕业的要求，毕业论文达到毕业的标准并通过毕业论文

答辩者，可以毕业，毕业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有关毕业论

文的撰写及答辩要求详见《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基本要求和书写格式》（2020年 3月修订版）和《心理学院全日

制研究生开题、学位答辩和授予的程序与要求》。毕业后 1年内，

如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可重新提出学位申请，逾期者，视为自动放

弃学位申请资格。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需满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和《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师〔2020〕

14号）对学位论文提出的明确要求，并达到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

的学位论文答辩要求。至少修满 36学分，科研成果达到学校和心

理学科的要求，撰写学位论文并通过匿名送审评阅者，可以申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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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答辩；通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十、其他规定

培养方案从 2021级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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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心理学研究方法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3 48 1 考查

心理学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心理学科研写作与学术交流

Academic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高级心理统计

Study of Advanced Statistics 3 48 1 考试

选修

课程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 32 2 考查

基础心

理学

四选二

磁共振研究技术与数据处理
MR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Data
Processing

2 32 2 考查

脑电研究技术与数据处理
ERP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Data
Processing

2 32 2 考查

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

Application of Data Analysis Tools and
Machine Learning

2 32 2 考查

学习理论与学习心理研究

Study of Learning Theory and Learning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发展与

教育心

理学

四选二

发展心理学进展

Progres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语言心理学研究

Psycholinguistic Study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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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问题研究

Study of Adolescent Problems 2 32 2 考查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2 32 2 考查

应用

心理

学

四选二

临床心理与诊断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Diagnosis 2 32 2 考查

心理援助与危机干预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2 32 2 考查

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现代心理与教育测量

Modern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 32 2 考查

计量心

理学

四选二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2 32 2 考查

心理测量应用与人才测评

Talent Assessment and Psychometric
Applications

2 32 2 考查

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教育心理学(全英文课)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心理学前沿与新进展(全英文课)
Frontier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 32 3 考查

心理学研究方法(全英文课)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2 32 3 考查

实验心理学(全英文课)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发展心理学(全英文课)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2 32 3 考查

心理统计前沿

Frontier in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2 32 3 考查

标准化测试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ndardized
Testing 2 32 3 考查

追踪数据分析

Longtitudinal Data Analysis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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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

Behavioral Economics 2 32 3 考查

大数据与心理学前沿应用

Bid Data and Frontier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眼动研究技术及应用

Eye Movement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32 3 考查

社会心理学进展

Progress in Social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人格心理学进展

Progres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第二语言学习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2 32 3 考查

团体心理辅导原理与方法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sychological
Group Counselling

2 32 3 考查

用户体验与消费心理研究

Research on User Experience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心理咨询个案分析与督导

Case Report and Supervision 2 32 3 考查

生涯发展与辅导

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2 32 3 考查

EAP与职业健康心理学

EAP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研究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Special
Children

2 32 3 考查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设计与实施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婚姻与家庭心理研究

Stud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学校心理学

School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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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发展与大脑可塑性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Brain
Plasticity

2 32 3 考查

认知心理学研究

Study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 32 3 考查

医学统计学（理论和操作）
Medical Statistics (Theory and
Operation)

2 32 1 考试

医学成像原理
Principles of Medical Imaging 2 32 1 考试

神经形态学与显微成像技术
Neural Morphology and Microscopic
Imaging Techniques

2 32 1 考试

常见大脑疾病病理,诊断,与疗法
Path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ain Diseases

2 32 1 考试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心理学研究前沿动态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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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Psych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必读

2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s 期刊 必读

3 Psychological Science APS, Wiley & Blackwell 期刊 必读

4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5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系列杂志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6 Child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7 Neuron Cell Press 期刊 选读

8 Current Biology Cell Press 期刊 选读

9 Scienc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期刊 选读

10 Science Advances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期刊 选读

11 Nature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12 P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期刊 选读

13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Annual Reviews, Inc 期刊 选读

14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5 Psychological Bulleti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16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Elsevier Science 期刊 选读

17 Cognitive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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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Cognitio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 Developmental Scie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期刊 选读

20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IT Press 期刊 选读

21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Academic Press 期刊 选读

22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期刊 选读

23 Nature Neuroscience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24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25 Nature Human Behaviour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26 Human Brain Mapping Wiley 期刊 选读

27 Cerebral Corte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28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29 Psychological Method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期刊 选读

30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期刊 选读

31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Wiley 期刊 选读

32 Psychophysiology Wiley 期刊 选读

33 NeuroImage Elsevier 期刊 选读

34 心理学报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期刊 必读

35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期刊 必读

36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期刊 必读

37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期刊 必读

http://mitpress.mit.edu/
http://www.elsevier.com/
http://www.sfn.org/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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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39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40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期刊 选读

41 心理学（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 期刊 选读

42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期刊 选读

4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期刊 选读

44 心理研究 河南大学 期刊 选读

45 心理学研究方法 莫雷 等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6 心理与教育统计(第 2版)
温忠麟.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著作 必读

47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第三版） 张敏强，人民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8 中国心理学史 燕国材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49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高觉敷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0 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叶浩生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1 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 艾森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2 当代认知心理学 梁宁建.上海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3 认知心理学 彭聃龄等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4 个性心理学
叶奕乾、孔克勤..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教材 选读

55 社会心理学
Elliot Aronson等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6 思维心理学 邵志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57 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 D．H．申克 江苏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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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高级心理统计
刘红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著作 选读

59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杨国枢, 文崇一, 吴聪贤, 李亦园，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6.
著作 选读

60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SPSS 软件

应用（第 2版）

郭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著作 选读

61 心理测量 黎光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著作 选读

62 实验心理学 杨治良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63
心理学实验的设计与报告（第

三版，英文版）
Peter Harris人民邮电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4 心理实验研究基础 朱滢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65 心理学研究方法 约翰肖内西等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教材 选读

66 心理学研究方法 舒华，张亚旭人民教育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7 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 董奇等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68 脑与意识：破解人类思维之谜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 Stanislas

Dehaene )（译者：章熠），浙江教

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69 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 Stanislas

Dehaene ) （译者：周加仙等），

浙江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0
认知心理学：心智、研究与生

活（原著第五版）

E.布鲁斯·戈尔茨坦（E. Bruce

Goldstein） （译者：张明等），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1 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第七版 约翰·安德森（John R.Anderson）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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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

保罗·W·格莱姆齐 (Paul

W.Glimcher) ；恩斯特·费尔 (Ernst

Fehr)（译者：周晓林等），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3

Conducting Research in

Psychology: Measuring the

Weight of Smoke

作者: Brett W. Pelham, Hart

Blanton，出版社: Wadsworth

Publishing

著作 选读

74
The Quest for Consciousness: A

Neurobiological Approach

作者: Christof Koch，出版社:

Roberts and Company Publishers
著作 选读

75 思考，快与慢

作者: [美国] 丹尼尔·卡尼曼 / [美

国] Daniel Kahneman；出版社: 中

信出版社；原作名: Thinking, Fast

and Slow，译者: 胡晓姣 / 李爱民

/ 何梦莹

著作 选读

76 变态心理学（第 12版）
[美] 克林（Kring A. M.） 著，王

建平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7
认知疗法：基础与应用

（第二版）

[美] 贝克（Judith S.Beck） 著，张

怡，孙凌，王辰怡 等 译；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8 认知疗法：进阶与提高
[美] Judith S.Beck 著，陶璇，唐谭，

李毅飞 等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9
情绪心理学-从日常生活到

理论

K. T.Strongman 中国轻工业

L. 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0 用户体验理论与实践 葛列众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1 生理心理学
[美] Neil R. Carlson. 苏彦捷等译

（第九版）
教材 选读

82 学校管理心理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3 学校心理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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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实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5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6 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实务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材 选读

87
Forty studies that changed

psychology(第七版)
Roger R. Hock人民邮电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8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第四版)

弗雷德里克•J.格拉维特, 罗妮安

•B.佛泽诺著，邓铸主译上海教育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9 心理学批判思维（影印版） 本斯利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0
心理学研究方法: 评估信息世

界之法

Beth Morling著，张明等译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1
Doing Bayesian Data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John Kruschke. Academic Press.

2014.
著作 选读

92
Fundamentals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Hamblelon, R. K., Swaminathan,H.,

& Rogers, H. J. Newbury Park, CA:

Sage.

著作 选读

93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A

primer

Shavelson, R. J., & Webb, N. M.

Newbury Park, CA: Sage.
著作 选读

94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

（基础篇）
王孟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著作 选读

95
潜变量建模与MPLUS应用

（进阶篇）

王孟成，毕向阳，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著作 选读

96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教育科

学出版社. 2021. (Mplus版)
著作 选读

97 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原理
漆书青, 戴海崎, 丁树良，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02.
著作 选读



249

98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方法及

应用

温忠麟, 刘红云.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
著作 选读

99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作者: Rudolf Arnheim，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著作 选读

100 大脑的未来
作者: [英国] S·罗斯，出版社: 科学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1 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
作者: [澳] 贝内特 / [英] 哈克，出

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2 视觉信息加工原理研究
作者: 孟明，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

版社
著作 选读

103 101个心理治疗难题
[美] 布莱克曼（Blackman J. S.）

著，赵丞智，曹晓鸥 译
著作 选读

104
八周正念之旅——摆脱抑郁与

情绪压力

[英] 约翰·蒂斯代尔（John

Teasdale） 著，聂晶 译；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5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导论

[美]Peter De Jong,[美]Insoo Kim

Berg 著; 沈黎,吕静淑 译 著;华东

理工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6
如何选择有效的心理疗法(原

书第 4版)

[美] 琳达·塞利格曼（Linda

Seligman），劳里·瑞森伯格（Lourie

W. Reichenberg） 著，项锦晶，张

丽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7

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简明指

南：短程、间断和长程心理动

力学心理治疗的原则和技术

（第三版）

[美] Robert J. Ursano, Stephen M.

Sonnenberg, Susan G. Lazar 著，曹

晓鸥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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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心理咨询面谈技术（第四版）

[美] 萨默斯－弗拉纳根（John

Sommers-Flanagan），[美] 萨默斯

-弗拉纳根（Rita

Sommers-Flanagan） 著，陈祉妍，

江兰，黄峥 译

著作 选读

109 员工帮助计划-高级运营手册 赵然著，科学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110
员工帮助计划-EAP咨询师

手册
赵然著，科学出版社，2020. 著作 选读

111 员工帮助计划
张西超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著作 选读

112 心理与教育测量（第三版）
戴海琦.(2015).

暨南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3 心理测量与测验（第二版
郑日昌.(2013)

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4 心理测量
骆方(译).(2009).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5
Item Response Theor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Ronald K. Hambleton, & H.

Swaminathan.（2010）

Springer Netherlands.

著作 选读

116
Test Equating, Scaling, and

Linking, (2nd ed)

Kolen, M J.,& Brennan, R L.（2004）

Springer Verlag.
著作 选读

117
大数据时代的心理学研究及

应用

朱廷劭著，科学出版社，2016.
著作 选读

118
Big Data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Sang Eun Woo, Louis Tay, and

Robert W. Proctor著，APA，2020.
著作 选读

119 第二语言学习
王瑞明、杨静、李利著.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6.
著作 选读



251

120 心理语言学 杨玉芳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 著作 选读

121
学习过程与机制研究-我国学

习双机制理论与实验.

莫雷, 张积家, 王瑞明, 冷英, 王

穗苹, 刘志雅, 何先友. (2012) 经

济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2 儿童发展
【美】劳拉 E贝克著,吴颖等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著作 选读

123 进化心理学
【美】戴维 巴斯著，张勇等译，

商务印书馆，2017年
著作 选读

124 发展心理学新进展
（美）勒纳，奥伯茨 主编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2月
著作 选读

125 青少年心理学
【美】约翰 桑特洛克著，寇彧等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著作 选读

126 心智、脑与教育 David Sousa著,周加仙等译，2013. 著作 选读

127 教育心理学
R.J.Sternberg,（张厚粲译)，2003，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8 写给教师的学习心理学

Morris L.Bigge,著，徐蕴等译，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影印 Robert E.

Slav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 Practice.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著作 选读

129
心理学改变世界: 当代心理学

100杰

[美] Robert J. Sternberg等著，张卫

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130 儿童心理学手册

Anita Woolfolk,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enth edition. 何先友

等译William Damon等著, 林崇德

等译,2015.

著作 选读

131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

青少年

David R. Shaffer著,邹泓等译，

2005. 著作 选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D5%C4%C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C2%B2%AE%B4%C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Robert&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Sternberg&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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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儿童发展心理学
Robert S. Feldman著, 苏彦捷等译,

2015.
著作 选读

133 积极心理学（第 2版）
刘翔平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8.
著作 选读

134 积极心理学（第二版）
[爱尔兰] Alan Carr 著， 丁丹 等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135 积极心理学

[美] C.R. 斯奈德，沙恩.洛佩斯

著，王彦、席居哲、王艳梅 译. 人

民邮电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136 积极心理学 韦志中 著，台海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137 积极心理学治疗手册

[加] 塔亚布.拉希德，[美]马丁.塞利

格曼 著， 邓之君 译，中信出版

集团，2020.

著作 选读

138 心理学实用研究方法
莫雷、王瑞明等著，广东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139 青少年心理学手册（第 3版）

理查德·勒纳、劳伦斯·斯滕伯格主

编，张文新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著作 选读

140 Adolescence (10th edition)
Steinberg, L. (2014).

New York: McGraw-Hill
著作 选读

141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莫雷主编，张卫、葛明贵副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著作 选读

142 生涯发展与指导
许思安、张卫、攸佳宁主编，科学

出版社，2019.
著作 选读

143 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第 2版） 刘勇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 著作 选读

144 教师团体心理辅导 刘勇著，科学出版社，2008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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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团体心理咨询
樊富珉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著作 选读

146
Fundamentals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Hamblelon, R. K., Swaminathan,H.,

& Rogers, H. J. (1991).Newbury

Park, CA: Sage.

著作 选读

147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A

primer.

Shavelson, R. J., & Webb, N. M.

(1991).Newbury Park, CA: Sage.
著作 选读

148 心理测量 黎光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著作 选读

149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杨国枢, 文崇一, 吴聪贤, 李亦园.

(2006).重庆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50 心理测量 黎光明.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著作 选读

151 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原理.
漆书青, 戴海崎, 丁树良. (2002).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52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钱铭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著作 选读

153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及

实践

（美）科里著，谭晨译，广中国轻

工业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154 心理咨询面谈技术（第四版）
R.Sommers-Flanag著，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14.
著作 选读

155 组织行为学
（美）罗宾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5.
著作 选读

156 领导心理学
（美）大卫·梅西克著，复旦大学出

版社，2010.
著作 选读

157 教育心理学：学习与教学
何先友主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9.
著作 选读

158 青少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何先友主编, 2016.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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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Educational Psychology: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Sue Duchesne, Anne McMaugh,

Sandra Bochner, Kerri-Lee Krause.

Cengage Learning Australia Pty

Limited, 2010.

著作 选读

160 教育心理学 莫雷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161 人力资源教程
[美]戴维•沃尔里奇 北京：新华出

版社，2000.
著作 选读

162 人力资源管理
[美]劳伦斯•克雷曼.北京：机械工业

出版社，1999.
著作 选读

163 人力资源战略
[美]詹姆斯•W•沃尔.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1.
著作 选读

164 组织行为学

[美]斯蒂芬•P•罗宾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12

月第 1版

著作 选读

165
Introduction to Neuroimaging

Analysis

Jenkinson & Chapp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
著作 选读

166
Handbook of Functional MRI

Data Analysis

Poldrack, Mumford, & Nich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著作 选读

167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方

法及应用

温忠麟、刘红云著，教育科学出版

社，2020.
著作 选读

168 追踪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刘红云, 张雷 著. 教育科学出版

社, 2005.
著作 选读

17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 Bayesian approach.

Lee, S. Y.， London, UK: Wiley，

2008.
著作 选读

171 脑电信号处理与特征提取
胡理、张治国著. 科学出版社,

2020.
著作 选读

172 事件相关电位基础
范思陆，丁玉珑等译著，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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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RPs实验教程 赵仑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著作 选读

174 心理学写作简明指南 作者：达纳·S·邓恩 著作 选读

175 学术写作原来是这样的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发行，出版年 2018.
著作 选读

176
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论文写

作要求

作者：易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77 学位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李武、毛远逸、肖东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20(第二版)
著作 选读

178 人格心理学：人性的知识领域
R. Larsen & D. Buss著，郭永玉等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79 人格心理学
J. M. Burger著，陈会昌译，中国轻

工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80 人格理论
R. M. Ryckman著，高峰强等译，

陕西师大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81
人格心理学：经典理论与当代

研究

H. S. Friedman & M. W. Schustack

著，许燕王芳等译，机械工业

I.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82 认知心理学（重排版） 王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著作 选读

183 认知心理学
彭聃龄，张必隐 著，浙江教育出

版社，2004.
著作 选读

184
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

量研究(第 6版)

Neuman., W. L.，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著作 选读

185 社会研究方法(第 11版) Babbie E.，华夏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186 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四版)
风笑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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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社会心理学：基础与进展
王彦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著作 选读

188 社会心理学 侯玉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著作 选读

189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

（第二版）

2017，杨广学，张巧明，王芳，北

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90
大众心理学金曲译丛：特殊儿

童及青少年心理学（第 7版）

[Abnorm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美] 丽塔·威克斯-纳

尔逊，[美] 艾伦·C.伊斯雷尔 著，

赵凯，潘璐 等 译，江苏教育出版

社，2012.

著作 选读

191

应用行为分析（ABA）完整教

程 基础技能分步训练（基础、

初级、中级、高级

Julie Knapp; Carolline Turnbull 著，

贾美香，白雅君 译，人民卫生出

版社，2017.

著作 选读

192
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丹佛

模式

(美)萨莉·J.罗杰斯(Sally

J.Rogers),(美)杰拉尔丁·道森

(Geraldine Dawson),(美)劳里·A.维

斯马拉(Laurie A.Vismara) 著; : 张

庆长、何逸君、秦博雅、王蔡琳等

译，华夏出版社，2016.

著作 选读

193

孤独症相关沟通障碍儿童治

疗 与 教 育 /The TEACCH

Approach to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美]加里·麦西博夫（Gary B.

Mesibov） ，[美]维多利亚·谢伊

（Victoria Shea）， [美]埃里克·邵

普勒（Eric Schopler） 著，秋爸爸

译，华夏出版社，2014.

著作 选读

194 心理咨询与治疗学 赵静波.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8. 著作 选读

195 心理咨询与治疗 江光荣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96
三种心理学—弗洛伊德、斯金

纳和罗杰斯的心理学理论

（美）Robert D.Nye著/石林袁坤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97 学校心理咨询优秀案例集 徐光兴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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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儿童心理治疗指导计划

Arthur E.Jongsma,Jr.L.Mark Peterson,

William P.McInnis著，田璐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99 大学生心理咨询案例集 樊富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00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操作 张小乔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01 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

（美国）保罗·W·格莱姆齐等著，

周晓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4.

著作 选读

202 “错误”的行为
[美]理查德·泰勒著，王晋译，中信

出版社，2016.
著作 选读

203 神经人因学-工作中的脑
拉嘉编著 张侃主译. 南京. 东南

大学出版社. 2012.
著作 选读

204 工程心理学与人的作业
威肯斯 著 张侃 译. 北京. 机械

工业出版社. 2014.
著作 选读

205 临床心理学（第 2版）

姚树桥，傅文青，唐秋萍，朱熊兆，

吴大兴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著作 选读

206
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

生物学

葛詹尼加等著，周晓林，高定国等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2011. 著作 选读

207
Handbook of Functional MRI

Data Analysis

Russell A. Poldrack，Jeanette A.

Mumford，Thomas E. Nichols著，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著作 选读

208 事件相关电位基础
Steven Luck著，范思陆等译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209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周志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著作 选读

210
Python 编程从数据分析到机

器学习实践

刘瑜 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20.
著作 选读

https://book.jd.com/writer/%E5%A7%9A%E6%A0%91%E6%A1%A5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2%85%E6%96%87%E9%9D%92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94%90%E7%A7%8B%E8%90%8D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C%B1%E7%86%8A%E5%85%86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90%B4%E5%A4%A7%E5%85%B4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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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MATLAB数据分析方法
吴礼斌，李柏年编，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7.
著作 选读

212 人才测评：方法与应用 刘远我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著作 选读

213 心理学研究新进展（第二辑）
周仁来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3.
著作 选读

214 认知心理学新进展
斯佩曼，韦林汉姆编著，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7.
著作 选读

215
当代国际心理科学进展

（全二卷）

荆其诚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 著作 选读

216 危机干预策略

[美]B.E.Gilliand , R.K.James著，肖

水源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8，7.

著作 选读

217 危机干预策略(第 5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著作 选读

218
应急管理译丛:不同理论视角

下的危机心理干预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著作 选读

219

Conducting Research in

Psychology – Measuring the

Weight of Smoke

作者：Brett W. Pelham & Hart

Blanton,出版社：SAGE

PUBLISHING，第五版

著作 选读

220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引进版）

Barry H.Kantowitz，Henry

L.Roediger.，David G.Elmes著. 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著作 选读

221
用户体验要素：以用户为中心

的产品设计
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22
其他相关领域的重要期刊和

著作
选读

http://www.amazon.cn/%E5%BA%94%E6%80%A5%E7%AE%A1%E7%90%86%E8%AF%91%E4%B8%9B-%E4%B8%8D%E5%90%8C%E7%90%86%E8%AE%BA%E8%A7%86%E8%A7%92%E4%B8%8B%E7%9A%84%E5%8D%B1%E6%9C%BA%E5%BF%83%E7%90%86%E5%B9%B2%E9%A2%84-%E5%B8%8C%E5%B0%94%E8%BE%BE%C2%B7%E6%B4%9B%E5%85%8B%E4%BC%A6/dp/B00C9UA36U/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400211981&sr=1-4&keywords=%E5%8D%B1%E6%9C%BA%E5%B9%B2%E9%A2%84
http://www.amazon.cn/%E5%BA%94%E6%80%A5%E7%AE%A1%E7%90%86%E8%AF%91%E4%B8%9B-%E4%B8%8D%E5%90%8C%E7%90%86%E8%AE%BA%E8%A7%86%E8%A7%92%E4%B8%8B%E7%9A%84%E5%8D%B1%E6%9C%BA%E5%BF%83%E7%90%86%E5%B9%B2%E9%A2%84-%E5%B8%8C%E5%B0%94%E8%BE%BE%C2%B7%E6%B4%9B%E5%85%8B%E4%BC%A6/dp/B00C9UA36U/ref=sr_1_4?s=books&ie=UTF8&qid=1400211981&sr=1-4&keywords=%E5%8D%B1%E6%9C%BA%E5%B9%B2%E9%A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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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体育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Sports Science

一级学科代码： 0403

培养单位名称： 体育科学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月 1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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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本学科创立 70 年来，在方万邦、林笑峰、邓树勋、杨文轩、

周爱光等 5 代学科带头人引领下，经过 3 期“211 工程”和 2 期

高水平大学建设，已建成为国内知名体育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获得 A-。本学科整体优势突出，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全国 3个体育学国家重

点学科（培育）之一。本学科师资雄厚，拥有国务院体育学科评议

组成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

青年珠江学者、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奥运冠军等一

批高层次人才。本学科拥有 10多个国家级平台，建设了国家级教

学团队、国家级运动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等。近几年，取得了包括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一等奖、广州市教育局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事业发展重大

项目——高水平学生体育、美育团队培养（4428万）在内的高显示

度的课题与奖项;在《Nature Cell Biology》发表高水平论文，开创

了国内体育学界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先河。学科高度重

视拓展国际视野，加强了同近 20 个国家高校合作；组织了数十场

国际体育赛事与国际体育学术会议；10 多位教师担任 30 多本国

际学术期刊编委和审稿专家；培养了多位有广泛国际知名度的研究

生；一批运动员扬威世界大赛，涌现了世界纪录保持者和多位世界

冠军；累计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输送了近千名优秀体育人才。

二、培养方向

1.体育人文社会学（The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of Sports）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观和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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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一个具有庞大的学科群为基础，包含了十几

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及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本研

究方向有体育原理、体育哲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

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传

播学、体育历史学、休闲研究、体育文化研究等。

2.运动人体科学（Kinesiology）

运动人体科学致力于运动对人体的影响及其深层次机制的研

究，涵盖疾病的运动预防与治疗、竞技能力的测评与促进、身体发

育与运动的相互作用、特殊人群的运动干预等研究领域。设置了运

动与再生医学、激光运动医学、运动与心血管健康、运动生化与营

养、运动损伤与康复、运动健身的生物力学、运动与神经生物学等

研究方向。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基础拓展升级，建立了实

验动物训练、细胞培养、分子生物学、组织形态学、数据分析、功

能评价、体能训练等现代化的实验室，配置了相关高精尖仪器设备。

在运动与肌肉再生、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功能内稳态、慢病运动防

治等方向已形成鲜明的特色。

3.体育教育训练学（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体育教育训练学致力于运动训练基本理论、大众健身健美和运

动技战术诊断与分析的研究，设置了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侦测

与分析、运动表现分析和竞技运动文化等研究方向。在排球、足球、

乒乓球、游泳、花样游泳、团体操、板鞋、高脚等项目上为国家队

和广东省队备战大型体育赛事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指导。

4.民族传统体育学（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民族传统体育学是在武术学科拓展专业领域的基础上，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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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相关研究为基础，涵盖中华民族其他本土体育内容，如民间民

俗体育形式、传统养生健身活动、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外民族体

育文化交流、古代体育文献与考古、中国传统体育形式国际传播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兴交叉学科。

三、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较高层次的体育学专门人才，能够胜

任体育学各二级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相关的技术工作。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

情操，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和与他人

协作进行专业工作的良好品质。

2.较系统掌握体育学各二级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

具有国际视野。

4.具有健康的身心和健全的人格。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年，“4+2”模式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年，在校学

习年限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五、培养方式

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或导师组联合指导。“4+2”模式研究生采

取本硕一体化培养，本科阶段第七学期到实习基地进行一个学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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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习；本科阶段第八学期开始修读研究生课程。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培养实行学分制。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

（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

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5学分，

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选修课程不少于 8学分），必修环节

不少于 5学分；运动人体科学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2学分（选

修课程不少于 8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7学分，必修环节计

5学分。

学术硕士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学

周为 16周。1学分的面授课程对应 16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 1节

计 1学时。1学分的在线课程对应 32学时的在线学习。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学分计 5学分，不计学时。

1.学术报告（1 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

告等，由学院研工办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

规定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 学分）

学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

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考

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进行，

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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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期考核（1 学分）

中期考核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指以书面和口

头报告的方式，综合考察研究生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等

情况，以判断其是否适宜继续攻读学位的阶段性考核环节。学院通

过中期考核及时发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研究生后

续高质量培养。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

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状况等。中期考核由学院成立

考核小组，参照学院制定的中期考核文件进行考核，坚持“公开、

客观、公正”的原则。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计 1 学分。

中期考核时间原则上 2 年制学术硕士在第二学期结束前、3 年

制学术硕士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

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开题或中期考核后课题发生重大

变动的，应重新开题。

4.科研训练（1 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学

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 项课题研究，培养学

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

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

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

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

“三下乡”活动等。“三助”可纳入社会实践。已被录取但入学前

因支教等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在内。学生也可通过参加各类

运动竞赛、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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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核由实习实践单位、导师以及研工办共同考核。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硕士生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毕业。

毕业要求和标准按学校相关要求执行。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围绕体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具体实践问题展

开研究，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对社会、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学位论文的撰写应遵守学术规范与伦理。

十、其他规定

本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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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科）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Nature 1 16 1-2 考查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文科）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Academic Writing and Integrity

1 16 1-2 考试/
考查

体育科研方法高级教程

Advanced Courses for Research Methods
of Sports Studies

2 32 1 考查

体育教学论

Teaching Theori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2 32 2 考查

运动生理学高级教程
Advanced Sport Physiology 2 32 2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umanity of
Sociology of Sports

3 48 1 考查

体育原理

The Principle of Sports 2 32 1 考查

体育社会学高级教程

Advanced Courses for Sociology of
Sport

2 32 2 考查

体育英文文献阅读

English Literature of Sports Science 2 32 1 考查

运动人体科学

运动人体科学实验设计与研究技术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earch
Technique in Sport Science

3 48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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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人体科学研究进展
Advances of Research in Sports Science 3 48 2 考查

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专题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hysical
Education

3 48 1 考查

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专题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ports Training 2 32 2 考查

专项教学理论与方法
Teaching Theory and Methods in
Different Sports Events

2 32 2 考查

运动表现分析
Sports Performance Analysis 2 32 1 考查

民族传统体育学

中国武术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e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3 48 1 考查

竞技武术教学理论与实践
Teaching Theory and Methods in
Competitive Martial Arts

2 32 1 考查

传统运动养生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Sports 2 32 2 考查

体育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Sports 2 32 2 考查

选修

课程

体育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Sports 2 32 2 考查

运动竞赛学

Sports Competition 2 32 2 考查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s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2 32 1 考查

体育法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Law 2 32 2 考查

体育休闲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orts Leisure 2 32 1 考查

射艺与短兵

Chinese Archery and Chinese Sword
Fighting

2 32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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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促进健康的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alth Promotion 2 32 1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Lecture 1 / 3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Reading 1 / 3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3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3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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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4+2 模式）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术

诚信、伦理道德等）
Academic Writing and Integrity

1 16 1-2 考试/
考查

体育科研方法高级教程

Advanced Courses for Research Methods of
Sports Studies

2 32 1 考查

体育教学论

Teaching Theori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2 32 2 考查

运动生理学高级教程
Advanced Sport Physiology 2 32 2 考查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32 交叉

期
考查

教学评价与测量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Measurement 2 32 交叉

期
考查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The Methods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2 32

交叉

期
考查

学校管理学
School Administration 2 32 交叉

期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umanity of
Sociology of Sports

3 48 1 考查

体育原理

The Principle of Sports 2 32 1 考查

体育社会学高级教程

Advanced Courses for Sociology of Sport 2 32 2 考查

体育英文文献阅读

English Literature of Sports Science 2 32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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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

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专题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hysical Education 3 48 1 考查

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专题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ports Training 2 32 1 考查

专项教学理论与方法
Teaching Theory and Methods in Different
Sports Events

2 32 1 考查

运动表现分析
Sports Performance Analysis 2 32 1 考查

选修

课程

体育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Sports 2 32 3 考查

运动竞赛学

Sports Competition 2 32 2 考查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s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2 32 1 考查

体育法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Sports Law 2 32 2 考查

体育休闲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ports Leisure 2 32 1 考查

射艺与短兵

Chinese Archery and Chinese Sword
Fighting

2 32 1 考查

运动促进健康的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alth Promotion 2 32 1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Lecture 1 / 3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Reading 1 / 3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3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3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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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体育人文社会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产业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2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 经济行为与制度 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4 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 制度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著作 必读

6
健身运动心理学理论与实

务的整合
Robert S.Weinberg 著作 必读

7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8 经济学原理 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必读

9 营销管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 管理经济学 人民大学 著作 选读

11 Sport Marketing

BerbardMulin,

StephenHardy,

Willam.A.Sutton

著作 必读

12 第五促销元素 滾石文化 著作 选读

13 运动赛会管理 程绍同 著作 选读

14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5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华夏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6
体育社会学——议题与

争议
清华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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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身体、社会与体育——西方

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体育
当代中国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8
Sociology:Introductory
Readings

Giddens 著作 选读

19
Sociology of Sport and
Social Theory

Earl Smith 著作 选读

20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

级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

部
著作 必读

21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2 制度与行为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 体育产业理论与实践 体育报业 著作 选读

24 运动心理学前沿 Thelma S.Horn 著作 选读

25 竞技与健身运动心理学 Cuet L.Lox 著作 必读

26 体育传播论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7 现代体育传播研究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8 学校体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9 体育教学论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0 教学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1 体育营销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2 体育人类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3 基础休闲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4 社会体育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5 体育法学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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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人体科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修 /必修 )

1 实用运动医学（第 4版）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 再生医学：基础与临床 人民卫生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
低强度激光鼻腔内照射

疗法
人民军医出版社 著作 选读

4
The Textbook Of
Functional Medicine

Jones, David S, Institute
For Functional Medicine,
Gig Harbor, Wa

著作 选读

5
The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And Exercise
Progressions Manual.

Gray Cook, Lee Burton,
Keith Fields

著作 选读

6
自相似常数与定量差异及

其在体育科学中的应用
体育学刊 论文 选读

7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Bmj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8 Sports Medicin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期刊 选读

9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Sage Publishing 期刊 选读

10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Elsevier Bv 期刊 选读

11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期刊 选读

12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期刊 选读

13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

Taylor And Francis Ltd 期刊 选读

14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期刊 选读

15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期刊 选读

https://cn.bing.com/search?q=SAGE+Publishing&filters=u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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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修 /必修 )

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期刊 必读

2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期刊 必读

3 体育学刊 华南师范大学 期刊 必读

4 体育与科学 浙江省体育局 期刊 必读

5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6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7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8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成都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9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10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广州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11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沈阳体育学院 期刊 必读

12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 期刊 必读

13 中国体育科技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期刊 必读

14 排球运动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5 健美操团体操 广西师大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6 现代体操教学理论与

方法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7 艺术体操与健美操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著作 选读

18 游泳运动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9 田径运动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0 篮球运动高级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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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代足球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2 现代乒乓球教学与训练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 运动竞赛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4 运动竞赛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
健美操与团体操双语

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6 教练员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7 竞技参赛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8 运动训练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9 学校体育教学探索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0 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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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中国文化史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 中国思想史导论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 中国武术史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 中国武术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5 说剑丛稿 中华书局 著作 必读

6 武学探真 逸文出版社 著作 选读

7 武艺丛谈 东方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 古代兵器史话 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作 选读

9 中国古兵二十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0 体育基础理论 人民体育出版社 教材 必读

11 菊与刀 长江文艺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 中国之武士道 中国档案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3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高级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14 武术大辞典 人民体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5 读古文入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6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选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7 民国国术期刊集成 中国书店 专著 选读

18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 齐鲁书社 著作 选读

19 武学（一、二、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0 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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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体育人类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2 人类学是什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3 人类学通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4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
中国传统养生运动理论

与技术体系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26 中医基础理论 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7 传统体育养生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 选读

28 健身气功新功法丛书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编
编著 选读

29
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

哲学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
专著 选读

30 中国气功大成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编著 选读

31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
期刊 选读

3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期刊 选读

33 新华文摘 人民出版社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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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级学科代码： 0501

培养单位名称： 文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月 31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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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老一辈知名学者李

镜池、康白情、吴剑青、吴三立、廖苾光、廖子东等奠定学科基础，

后辈学人积极传承学科文脉。

1979年，中文系汉语史、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

生，并于 1981年获批全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00年，中国

古代文学专业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同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获批博士学位授

权点，并获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2011年，获批中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2年，入选第九轮广东省优势重点

学科，并以“优秀”等级通过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验收；2015

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行列。在广东省与学校大力支

持下，文学院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

流等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

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师资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人，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3人，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4人；共有专任

教师 88人，其中教授 35人，副教授 25人，45岁以下教师 42人，

博士生导师 13人；有出国留学经历的教师 23人。学科拥有国家语

言文字推广基地等高端学科平台 6个。学术成果显著，近五年共承

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6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 31项，

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 1项；获得教育部社科成果奖 4项，广东省社

科成果一等奖等重要奖项 12项，出版专著 50多部，在《文学评论》

《中国语文》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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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向

1.文艺学（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本方向是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

为目的的学科。培养具有扎实的文艺学专业相关知识及较强的理论

思维能力、文学鉴赏能力，能从事文艺理论以及文学史、文学批评

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较扎实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能力，能够

胜任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中的相关科研工作、新闻出版部门中的相

关采访编辑工作、文化宣传部门中的相关管理规划工作、文化产业

部门的文化批评、文化产业运作的理论型、应用型人才。要求本学

科研究生掌握系统的文艺学原理及相关专业知识，在文学基本原理、

美学、中西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知识领域有较深的造诣，

并能结合相关理论知识从事具体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

研究方向包括：文艺学原理、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化

理论与批评。

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本方向关注语言学及其应用的相关领域，不仅与社会学、历史、

教育、文学、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与计算

机科学、人工智能、心理学、神经病理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有一

定的交叉研究关系；既研究语言学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价值，也研究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联系。鼓励研究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

识的前提下拓宽视野、勇于创新，进行跨专业方向的学习和研究。

强调学以致用，强化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毕业生主要从事高等教

育、基础教育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方面的工作，以及社会

各个方面所需要的同语言文字相关的较高层次的管理或应用工作。

研究方向包括：汉语方言及其应用研究、汉语词汇学、语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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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句法语义研究、语用学。

3.汉语言文字学（Chinese Philology）

本方向主要研究从上古到现代的汉语的口语系统与文字系统

的演变规律、结构特征和现实状况，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汉

语言文字学专业人才。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掌握比较扎实的语

言文字学理论与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

景，具有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独立从事学术研究；至少能用一种外语熟练地阅读专业书刊，能在

研究工作中使用电脑；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研究方向包括：汉语语法学，古文字学，汉语音韵学，汉语词

汇学。

4.中国古典文献学（Chinese Classical Philology）

本方向是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

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

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

并总结古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培养具有学术

素养、爱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根底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人才。要求

学生掌握坚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整理和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及相关问题的能力，并具有较全面的中国古典文献及

相关领域的教育教学素养，基本具备独立开展中国古典文献学及相

关专业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研究方向包括：先唐文献，唐宋文献，元明清文献，近代文献，

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岭南文献。

https://baike.so.com/doc/8764570-90882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00167-10347980.html
https://baike.so.com/doc/10000167-10347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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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古代文学（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方向是以中国上古至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内容

包括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嬗变、发展，作家、作品、作家

群体和文学流派，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热心为人文学术与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的专门学术人才；要求学

生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的专业学习和系统的学

术训练，掌握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的知识，掌

握中国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具有深厚扎实的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基础和较强的专业研究实践能力，基本具备独立

开展中国古代文学及相关领域专业研究及教育教学工作的水平和

能力。

研究方向包括：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

文学、近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6.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本方向是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研究内容包

括作家、作品、社团与流派、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本方向培养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立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具有较系统而坚实的中国语言文学理论基

础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写作的专业知识，能独立进行科

研和相应的教学工作，掌握一门外语，身体健康。

研究方向包括：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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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本方向是一门强调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

内容为中外文学历史、中外文学关系、翻译史、比较诗学、比较文

化、跨媒介研究等。本方向培养爱党爱国爱人民，具有良好道德品

质、身心健康、遵纪守法、勤勉刻苦、有较强的责任感和集体主义

精神、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较高外语水平、扎实全面的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系统知识和素养、拥有多元文化视野，具备一定跨文

化交流能力，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高层次专业

人才。

研究方向包括：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文

化研究。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的培养目标，对中外学生有所区别。

对中国学生的要求是：能掌握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坚持改革开放、身心健康、具有本学科比较全面系统的知识、

又对其中某一领域有较为专业研究能力的中文专门人才，熟练掌握

一门外国语，鼓励掌握第二门外国语，毕业后能独立从事本学科与

相关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能从事与中文专业有关的工作。

对外国学生的要求是：尊师守纪、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

本学科比较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对其中某一领域有较为深入研

究的专门人才。熟练掌握汉语，毕业后能独立从事本学科与相关学

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具有其他实际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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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研究生在规定学制时间内不能完成学

业的，可以申请延长修学年限。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6

年。

经批准休学的研究生，复学后相应延长修学年限；经批准公派

出国、出境联合培养或执行合作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在外学习时间

计入修学年限。

五、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采取导师负责制，导师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

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导师的主导作用。导师应全面负责研究

生的学习、科研和思想政治教育，并根据本学科和研究生个体特点

制定具体培养计划，以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导师组应与指导教

师共同做好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认真做好专业课的教学，按

时组织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组织开题报告，组织研究生定期参加

有关学术活动。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要求

(1)硕士研究生修读总学分不少于 35 学分。各类别学分要求如

下：公共必修课 6学分；学科基础课 7 学分；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

17 学分，其中方向必修课不少于 9 学分，选修课至少 2 学分是跨方

向课程；必修环节 5 学分。

(2)补修课程要求：跨学科入学的研究生，应当在导师指导下

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有关课程，所得学分不计入培养计划总学分。

(3)国际留学硕士生可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但

须修读《中国概况》和汉语课程等有关课程。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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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学科、专业的留学生毕业时，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

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

2.课程设置

详见文后“课程设置”表格。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报告（1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

告，由学院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规定给予

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学分）

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生应阅读一定数量的文献，包括杂志和论著。

学生所阅读的文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必读书目，一是选读书目。

文献研读计 1 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查。

3.中期考核（1学分）

三年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考核时间一般为硕士研究生入学后

的第四学期结束前，即第二学年的 7 月以前（含 7 月）。

中期考核着重考察研究生从事相关专业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和知识创新能力，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研究能力、开题

报告和身体条件等内容。

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考核合格

以上的研究生，才能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并获得中期考核 1 个

学分。

具体实施细则请查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期考

核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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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训练（1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学

生科研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

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鼓励硕士生在读期间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各类

学术会议、田野调查等。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至少具有专业实践、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竞赛、高水平

论文、获奖成果、获得专利等项中的一项。

参加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计 1 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查。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研究生修完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必修环节，考试

成绩合格，德体合格，通过论文答辩者，发给毕业证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可申请提前毕业，具体条件及要求参照《华

南师范大学关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暂行规定》。

申请毕业的研究生如不能完成学业，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结

业或肄业处理。

九、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

研究生撰写论文之前，必须认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了解研究

方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学位论文题目。

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要在一定工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论文对所研究的问题要有新的见解。

2.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阐述选题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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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选题目的和意义；（3）文献综述部分比较系统介绍国内

外研究现状和动态；（4）论文研究的可行性；（5）论文的研究阶段

和工作计划；（6）论文的创新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7）论文的大

纲及研究内容；（8）论文研究的难点与重点；（9）参考文献。

3.论文撰写

研究生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应该定期向导师和指导小组作阶段

性报告，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

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其论点、

实验方法、成果或提出的意见，对科学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文字数不少于 2 万字。

4.论文提交、评阅和答辩

具体程序和要求详见《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华师〔 2020〕 14 号）。

十、其他规定

本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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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全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
Frontiers and Ho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中国语言文学经典文献导读
A Guide to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文艺学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3 48 1 考查

文艺学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3 48 1 考查

现代西方文艺思潮
Modern Western Trends on Literary
Theory

3 48 1 考查

语音学与语言调查
Phonetics and Language Investigation 2 32 1 考查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

学

现代汉语词汇语法专题
Special Topics in Modern Chinese
Lexicology and Grammar

3 48 1 考查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32 1 考查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 32 1 考查

古代汉语语法学
Syntactics of Ancient Chinese 3 48 1 考查

汉语言文

字学古代汉语词汇学
Lexic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3 48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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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
Chinese Phonology 3 48 1 考查

中国文献学史
Topics o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logy 3 48 1 考查

中国古典

文献学古籍整理与研究
Cataloguing and Studying the Ancient
books

3 48 1 考查

文献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logy 3 48 1 考查

中国古典文献

学、中国古代文

学

中国文学史专题
Topics o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
Topics o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3 48 1 考查

文学批评理论与学术训练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and Academic
Training

3 48 1 考查

中国现当

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The Trend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研读
Study the Classic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比较文学原理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48 1 考查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

学

世界文学名著研读
Intensive Reading of World Literary
Classics

3 48 1 考查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of Cultural Studies 3 48 1 考查

选修

课程

西方古代文论研究
Research on Ancient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2 32 2 考查

文艺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Marxism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2 32 2 考查

中国古代文论名篇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2 32 2 考查

礼乐文明与古代文论
Ritual and Music Civilization and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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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艺思潮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2 32 3 考查

语用学
Pragmatics 2 32 3 考查

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

学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2 32 3 考查

选修

课程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2 32 2 考查

汉语方言专题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1 16 2 考查

实验语音学
Experimental Phonetics 1 16 2 考查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6 2 考查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1 16 3 考查

训诂学
Exegetics 2 32 2 考查

汉语言文

字学

古文字学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2 32 2 考查

上古音研究
The study of Archaic Sounds 2 32 3 考查

近代音研究
A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Phonology 2 32 3 考查

先秦诸子导读
AGuide to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2 32 2 考查

中国古典

文献学

古代散文及文献研究
Tang & Song Essays Studies 2 32 2 考查

中国韵文研究
Chinese Verse Studies 2 32 2 考查

中国诗学典籍精读
Readings on Chinese Poetics 2 32 3 考查

近代文献与岭南文献研究
Studies of Modern & Lingnan Literature 2 32 3 考查

注释学
Hermeneutics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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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文心雕龙》研读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2 32 2 考查

清代诗学研究
Qing Poetics Studies 2 32 3 考查

先秦文学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Pre-qin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中国古代

文学

《诗经》《楚辞》研究
Studies of the Songs of Chu 2 32 2 考查

汉魏六朝文学专题研究

Topics on Han， Wei &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人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Humanities 2 32 2 考查

人文素养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Human Literacy 2 32 2 考查

唐代文学专题研究
Topics on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元明清戏曲名篇研读

Topics on Yuan， Ming， & Qing Opera 2 32 2 考查

戏剧与影视评论
Drama and Film Criticism 2 32 2 考查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Ancient Chinese Stylistics 2 32 2 考查

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
Ancient Gender Studies of China 2 32 3 考查

近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专题
Topics on Modern Literature & Literary
Criticism

2 32 3 考查

词学研究
Ci Poetry Studies 2 32 3 考查

中国幽默文学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umorous
Literature

2 32 3 考查

岭南文学与文化专题研究
A Monographic Study of Lingn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 32 3 考查

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究
Chinese Contemporary Urban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中国现当

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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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文体学
Stylistics 2 32 2 考查

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当代小说研究
Stud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Fiction 2 32 2 考查

跨媒介文化研究
Transmedia Culture Research 2 32 2 考查

当代作家个案研究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Writers 2 32 2 考查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A Study about Psychoanalysis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2 32 3 考查

现代诗歌研究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1 16 3 考查

高端秘书学
Top Secretarial Studies 2 32 3 考查

叙事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 2 32 3 考查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

学

国际汉学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2 32 3 考查

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2 32 3 考查

文学理论前沿导读
New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Theories 2 32 3 考查

比较文学经典著作研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ssential Work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32 3 考查

中外文学关系专题研究
Studies on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2 32 3 考查

电影理论与批评
Film Theories 2 32 3 考查

第二外国语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2 32 3 考查 全部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全部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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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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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文艺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

马克思，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著作 必读

2 文艺对话集
柏拉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版
著作 必读

3 诗学
亚理斯多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著作 必读

4 拉奥孔
莱辛，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著作 必读

5 美学
鲍姆嘉通，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

版社 1987年版
著作 必读

6 判断力批判
康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著作 必读

7 美学
黑格尔，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年-1981年版
著作 必读

8 悲剧的诞生
尼采，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6年版
著作 必读

9 荣格文集
荣格，谢晓健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

公司 2011年版
著作 必读

10 艺术与视知觉
阿恩海姆，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4年版
著作 必读

11 人论
卡西尔，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著作 必读

12 艺术哲学
丹纳，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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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真理与方法
伽达默尔，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
著作 必读

14 诗·语言·思
海德格尔，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

版社 1991年版
著作 必读

15
文学批评理论——从

柏拉图到现在

塞尔登，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著作 必读

16 文学理论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著作 必读

17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1999

年版
著作 必读

18 西方文论选
伍蠡甫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
著作 必读

19 现代西方文论选
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

版
著作 必读

20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朱立元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著作 必读

21 宗白华文集 宗白华，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著作 必读

22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文选
陆梅林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著作 必读

23

现象学，阐释学，接

受理论——当代西方

文艺理论

特里·伊格尔顿，王逢振译，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著作 必读

24 审美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王杰等译，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著作 必读

25 文学理论
乔纳森·卡勒，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

出版社 1998年版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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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

消云散了

马歇尔·伯曼，徐大建、张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著作 必读

27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 2002年版
著作 必读

28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29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30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31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32 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33
人 大 报 刊 复 印 资

料·文艺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 中文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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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著，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

著作 必读

2 语言论
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9年
著作 选读

3 语音学教程（第七版）

[美]彼得·赖福吉(Peter Ladefoged),凯斯·约

翰逊（Keith Johnson），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著作 必读

4 语音学 朱晓农，商务印书馆，2010年 著作 选读

5 汉语方言调查字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

馆，1981年
工具书 必读

6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詹伯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著作 必读

7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刘丹青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 著作 必读

8 音韵学教程 唐作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著作 选读

9 汉语音韵讲义
丁声树撰，李荣制表，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
著作 必读

10 汉语方言概要 袁家骅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著作 选读

11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游汝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著作 选读

12 广东的方言 李新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著作 选读

13 语言地理类型学
桥本万太郎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年
著作 选读

14 实验音系学探索 石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著作 必读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1%CB%B5%C3%A1%A4%C0%B5%B8%A3%BC%A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Peter&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adefoge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AD%CB%B9%A1%A4%D4%BC%BA%B2%D1%B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F%AD%CB%B9%A1%A4%D4%BC%BA%B2%D1%B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Keith&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Johnso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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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实验语音学概要

（增订版）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鲍怀翘、林茂灿修

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著作 选读

16
现代汉语词汇学

（增订版）
符淮青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著作 必读

17 现代汉语词汇学 葛本仪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18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 潘文国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著作 选读

19 汉语描写词汇学 刘叔新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 著作 必读

20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著作 必读

21 汉语词汇 孙常叙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 著作 必读

22 语言理据研究
王艾录、司富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著作 选读

23
语言论 语义型语言的

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
徐通锵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著作 选读

24 词汇语义学 张志毅、张庆云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 著作 选读

25 现代汉语词汇学导论 周国光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著作 选读

26 汉语词汇结构论 周荐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著作 选读

27 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 周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著作 选读

28 语法答问 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 著作 必读

29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

法论
马真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 著作 必读

3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吕叔湘等，商务印书馆，1980年 著作 必读

31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

研究

邵敬敏、任芝锳、李家树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3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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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

研究
吴为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著作 必读

33 语法化学说

（美）鲍尔·J·霍伯尔（PaulJ.Hopper），

（美）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ElizabethClossTraugott）著，梁银峰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著作 必读

34 语言类型学教程
陆丙甫，金立鑫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著作 必读

35 汉语韵律句法学 冯胜利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 著作 选读

36
生成语法理论：标准理

论到最简方案
徐烈炯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 著作 选读

37 新编语用学概论
何自然、冉永平著，北京法学出版社，

2009年
专著 必读

38 语篇语言学研究 姜望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专著 必读

39 汉语篇章语法 屈承熹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专著 必读

40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张伯江、方梅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 专著 选读

41 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 徐赳赳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 专著 选读

42

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Sedivy, J.，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必读

43 心理语言学 杨玉芳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著作 选读

44 什么是心理语言学 桂诗春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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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Understanding

language Science

Traxler, M. J.，John Wiley & Sons 著作 选读

4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

盟 汉越 侗台 语源关

系的解释

陈保亚著，语文出版社，1996年 著作 必读

47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 陈建民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著作 选读

48 社会语言学导论 陈松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著作 必读

49 语言变异研究 陈松岑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著作 必读

50 社会语言学 陈原著，学林出版社，2000年 著作 选读

51 社会语言学概论 戴庆厦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 著作 必读

52 中国社会语言学 郭熙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著作 必读

53 社会语言学教程
游汝杰、邹嘉彦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著作 必读

54 社会语言学
（英）赫德森（Hudson，R.A.）著，卢德

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著作 选读

55 语言变化原理
（美）威廉·拉波夫著，商务印书馆，

2019年
著作 选读

56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必读

57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选读

58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选读

59 语言文字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选读

60 民族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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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2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3 当代修辞学 复旦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4 汉语学习 延边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5 语言科学 江苏师范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6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期刊 选读

67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中文期刊 选读

68 语言学报 中国语言学会 中文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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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古代汉语语法学 张玉金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著作 必读

2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 杨伯峻、何乐士著，语文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3 古代汉语语法学 李佐丰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著作 必读

4 古汉语词汇纲要 蒋绍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著作 必读

5 古汉语词汇学 赵克勤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 著作 必读

6 古代汉语词义通论 高守纲著，语文出版社，1994年 著作 必读

7 音韵学教程（第三版） 唐作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著作 必读

8 切韵研究（校订本） 邵荣芬著，中华书局，2008年 著作 必读

9 切韵考 陈澧著，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年 著作 必读

10 汉语语音史 王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著作 必读

11 中原音韵音系 杨耐思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著作 必读

12 汉语等韵学 李新魁著，中华书局，1983年 著作 必读

13 古文字学纲要（第二版）
陈炜湛、唐钰明著，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年
著作 必读

14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高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著作 必读

15 商周古文字读本 刘翔等著，语文出版社，2004年 著作 必读

16 汉语史稿 王力著，中华书局，2015年 著作 必读

17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 著作 必读

18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加）蒲立本（E.G.Pwlleyblank）著，潘

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年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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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训诂学原理 王宁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 著作 必读

20 训诂学 郭在贻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著作 必读

21 训诂学纲要（修订本） 赵振铎著，巴蜀书社，2003年 著作 必读

22 甲骨文语法学 张玉金著，学林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23 西周汉语语法研究 张玉金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 著作 必读

24 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 张玉金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 著作 必读

25 古汉语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26 古文字研究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期刊 选读

27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28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29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期刊 选读

30 语言科学 徐州师范大学 期刊 选读

31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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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文献学概要（修订本） 杜泽逊撰，中华书局，2008年 教材 必读

2 中国古文献学 孙钦善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教材 必读

3 中国文献学史简编 孙钦善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教材 必读

4
校雠广义（目录编、版本

编、校勘编、典藏编）

程千帆、徐有富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著作 必读

5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张舜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著作 必读

6 经子解题 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著作 必读

7 中国文学史料学
潘树广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著作 必读

8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徐有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著作 必读

9 中国文学文献学 张君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著作 必读

10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 曹道衡、刘跃进，中华书局，2005年 著作 必读

11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

略（增订本）
穆克宏，中华书局，2007年 著作 必读

12 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 陶敏、李一飞著，中华书局，2001年 著作 必读

13 词学史料学 王兆鹏著，中华书局，2004年 著作 必读

14 戏曲文献学 孙崇涛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著作 必读

1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整理本，

中华书局，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

著作 必读

16 书目答问汇补
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来新夏等汇补，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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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文史通义校注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 著作 必读

18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2008年修订版
著作 必读

19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

1996年
著作 必读

20 中华文学通史
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

1997年
著作 必读

21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著，中华书局，1999年 著作 必读

22 唐诗学引论 陈伯海著，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著作 必读

23
宋代文学思想史

（修订本）
张毅著，中华书局，2009年 著作 必读

24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

进程
王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著作 必读

25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

程二编
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著作 必读

26 中国文学史学史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河北人民

出版社，2003年
著作 必读

27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史（总论卷、诗歌卷、

词学卷、散文卷、小说卷、

戏曲卷、文论卷）

黄霖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著作 必读

28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著，中华书局，1986年 著作 必读

29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著作 必读

30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著作 必读

31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著作 必读

http://mail.scnu.edu.cn/owa/UrlBlockedErro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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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思想研究法 蔡尚思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33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 著作 必读

34 中国哲学十九讲 牟宗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著作 必读

35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著作 必读

36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或《鲁

迅全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著作 必读

37 傅斯年古典文学论著 傅斯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著作 必读

38 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基博著，岳麓书社，1986年 著作 必读

39 谈艺录（补订本） 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 著作 必读

40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吴承学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

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三次

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著作 必读

41 文心雕龙义证
刘勰著，詹锳义证，上海古籍出版，

1989年
著作 必读

42 诗品集注
钟嵘著，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著作 必读

43 艺概 刘熙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著作 必读

44 梦苕庵论集 钱仲联著，中华书局，1993年 著作 必读

45 语言问题 赵元任，商务印书馆，1980年 著作 必读

46 马氏文通 马建忠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 著作 必读

47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 著作 必读

48 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003

年修订版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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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
余英时著，何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著作 必读

50
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

与研究
王运熙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著作 必读

51 剑桥中国史
费正清等编，中国社会院历史研究所编译

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著作 必读

52 西方哲学史
罗素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著作 必读

53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著作 必读

54 美的历程

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年；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生活•读书•新生

知三联书店，2009年

著作 必读

55 文学评论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56 文学遗产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57 文艺研究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58 文史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59 文献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60 中华文史论丛 该刊编辑部编，近年各期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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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论著 必读

2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2001年
论著 必读

3
中国当代文学史

（修订本）
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论著 必读

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修订版）
王晓明著，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 论著 必读

5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陈思和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论著 必读

6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论著 必读

7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朱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论著 必读

8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严家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论著 必读

9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王岳川、胡经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
论著 必读

10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

中国

陈厚诚、王宁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
论著 必读

11
问题与观点：20 世纪文

学理论综论
昂热诺等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专著 选读

12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 王晓路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专著 选读

13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童庆炳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专著 选读

14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专著 选读

15 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 拉比诺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专著 选读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5%BD%93%E4%BB%A3%E5%A5%B3%E6%80%A7%E4%B8%BB%E4%B9%89%E6%96%87%E5%AD%A6%E6%89%B9%E8%AF%84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8%B6%85%E8%B6%8A%E7%BB%93%E6%9E%84%E4%B8%BB%E4%B9%89%E4%B8%8E%E8%A7%A3%E9%87%8A%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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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方学 赛义德著，三联书店，1999年 专著 选读

17 图绘意识形态 齐泽克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专著 选读

18 文体与文体的创造 童庆炳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专著 选读

19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专著 选读

20 文学评论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期刊 必读

2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期刊 必读

22 文艺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期刊 必读

23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期刊 必读

24 文艺争鸣 吉林文联 期刊 必读

25 学术研究 广东社科联 期刊 必读

26 当代文坛 四川作协 期刊 必读

27 当代作家作品评论 辽宁作协 期刊 必读

28 小说评论 陕西作协 期刊 选读

29 南方文坛 广西文联 期刊 选读

30 985重点大学学报 各高校 期刊 选读

31 人民文学 中国作协 期刊 选读

32 小说月报 商务印书馆 期刊 选读

33 诗刊 中国作协 期刊 选读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4%B8%9C%E6%96%B9%E5%AD%A6
http://fifid.com/site_search?cx=003017831450918707819%3Ae2pgfm8nybw&cof=FORID%3A10&ie=UTF-8&q=%E5%BD%93%E4%BB%A3%E5%A5%B3%E6%80%A7%E4%B8%BB%E4%B9%89%E6%96%87%E5%AD%A6%E6%89%B9%E8%AF%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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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中国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1997年
期刊 必读

2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

学杂志社，1987年
期刊 必读

3 跨文化对话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期刊 必读

4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乐黛云、陈跃红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著作 必读

5 比较诗学
(美) 厄尔·迈纳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
著作 选读

6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1987年
著作 必读

7 欧洲文学史 李赋宁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2001年 著作 必读

8 当代叙事学
(美)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著，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著作 必读

9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

导论

(美)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著，南京大

学出版社，2001年
著作 必读

10 浮出历史地表
孟悦、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著作 选读

11 电影理论与批评 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著作 必读

12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

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
滕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著作 选读

13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著作 选读

14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 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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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著作 选读

16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
著作 选读

17 东方学
（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9年
著作 选读

18 文化与帝国主义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琨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著作 选读

19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著作 选读

20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丹麦）该奥尔格·勃兰戴斯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8年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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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级学科代码： 0502

培养单位名称：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7 月 1 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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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涵盖外国文学、

外国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本学科始建于 1951年，开设英、日、俄

3 个语种本科专业，1979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7年获批外

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四个学科研究领域以及外

语教师教育、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测试等特色学科方

向。目前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

科硕士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包括以下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日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其中，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是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此外，学院拥有广

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认知与测试研究中心”及“华

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等四个校级科研平台。学院

师资力量雄厚。至 2021年 7月，在职教职工 138人，66人具有博

士学位，53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42人为硕士生导师（含 6名

博士生导师），大部分专任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研修经历。

近年来，学院以建设“教师教育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学科”、打造

南方外语教育高地为目标，着力塑造高水平学术与教学研究一体化、

本硕培养一体化、学科知识输入与技能输出一体化、职前职后培育

一体化、政府—高校—中小学—社会组织深度协同一体化等“五个

一体化”的“新师范”新体系，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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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方向

1.英语语言文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培养方向主要领域为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和英汉翻译研究。

英语语言学既包括以英语语言本体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也包括结合

语言理论与实践的应用研究；英美文学研究涵盖英美文学史各个重

要时期和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各个文学实践与批评领域；

英汉翻译研究针对英汉口译和笔译的理论与实践，专注于翻译学理

论。

2.日语语言文学（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培养方向主要领域为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化和日

本社会。日语语言学包含日语音声学、词汇学、文章学等语言基础

研究以及日语基础教育学、日语翻译学等领域研究；日本文学既包

括以经典文本为对象的文学文本研究，也包括作家研究、文学思潮

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以及文学与影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日

本文化包含中日文化对比研究、日本宗教研究、日本民俗研究等；

日本社会包括日本侵华史及日本侵华史料研究、社会现象学研究、

中日交流史研究等领域。

3.俄语语言文学（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本培养方向主要领域为俄语语言学、俄罗斯文学和俄汉翻译研

究。俄语语言学既包括以俄语语言本体为对象的理论研究，也包括

结合语言理论与实践的应用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涵盖俄罗斯文学

史各个重要时期和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各个文学实践与

批评领域；俄汉翻译研究针对俄汉口译和笔译的理论与实践，专注

于俄汉翻译史和翻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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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本培养方向主要领域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

以外国语言和中国境内语言为研究对象，着力形态句法、语义认知

和语篇功能层面的深度描写和理论构建；应用语言学致力于外语认

知与测评、外语能力发展和外语教师教育研究。设立理论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研究方向。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掌握坚实的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特定研究方向专业

知识、养成良好学术素养和学术道德、具备知识获取、科学研究、

工作实践和学术交流能力、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外语人才，要求

学生：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党爱国，

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心理健康；

2.掌握扎实的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本人研究领域

的发展状况；掌握一门第二外语，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

3.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理论研究兴趣、学术创新能力、学

习和实践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备

良好的团队精神，尊重他人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与成果，遵守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具有严谨的学风和求实的态度；

4.熟练掌握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知识获取、科

学研究、工作实践和学术交流能力；毕业后能够独立从事外国语言

文学相关工作，胜任教育、科研、行政部门的教学、研究或管理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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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学科基准学制为 3年。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

有关硕士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本学科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与导师组集体指导相结合、课程学习

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和实践环节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一方面通过

课堂教学、文献研读、专题讨论等促进学生的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学习，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各实践环节和论文

撰写促进学生的学术能力发展。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本学科硕士生培养实行学分制，线下课程学习 16学时（含考

试）计 1学分，线上课程学习 32学时计 1学分。硕士生在攻读学

位期间获得总学分不得少于 35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

必修环节计 5学分。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

期教学周为 16周。

本学科硕士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学位课程）和选修课，

其中必修课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和方向必修课 3类。公共

必修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马

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和“学术外国语（3学分）”，

共计 6 学分；学科基础课包括“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 学分）”、

“语料库与跨学科研究（2 学分）”以及 2 门按语言学、文学和翻

译分别设置的学科方向核心课程（各 2学分），共计 7学分；方向

必修课包括 3门课程（各 3学分），共计 9 学分；选修课程各为 2

学分，学生按照研究方向选修 4门及以上，不少于 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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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

本学科硕士生培养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

核、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每项计 1学分，总学分计 5

学分。

1.学术报告（1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

告等，由学院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规定给

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学分）

硕士生完成本学科及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专业学

术期刊论文、文献专著的研读，由导师进行指导、检查与考核，达

到规定要求者，计 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实行《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

则》，以书面和口头报告的方式，综合考察学生思想品德、课程学

习、科研能力等情况，以判断其是否适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考核

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节的完成情况、

研究课题进展、身心状况等。中期考核原则上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

成，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

写作阶段，计 1学分。

4.科研训练（1学分）

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锻炼独立从事

科学研究的能力。由导师负责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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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

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三助”工作等，

由学院研工办和导师协同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毕业须达到以下要求：

1.修满规定的学分；

2.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九、学位论文

本学科硕士生学位论文需达到以下要求：

1.规范性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本人独立完成。

硕士学位论文用外语撰写。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专业硕士论文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5 万单词（英文），

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2.5万字（日文），

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正文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3万单词（俄

文）。

硕士学位论文应做到核心学术概念阐释清晰；研究设计科学合

理；研究方法有效得当；论证有学术理论支撑；数据真实可靠；论

据充分，前后一致；文献综述客观，引述准确，参考文献标注正确

清晰。

2.质量要求

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在本学科某一领域具有一定的

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论文的基本理论依据可靠；问题的提出、论

证得出的结论及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本学科某一方面的发展有

所启示；论文应条理清楚、论证严密、表达清晰；文字通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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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十、其他规定

本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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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

术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2 课程论文 所有方向

语料库与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orpus-Based Research

2 32 2 课程论文 所有方向

外国文学理论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2 32 1 课程论文 文学方向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for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2 32 1 课程论文 文学方向

翻译学概论

Aspec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 32 1 课程论文 翻译方向

翻译研究方法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2 32 1 课程论文 翻译方向

外国语言学理论
Foreign Linguistic Theories 2 32 1 考试 语言学方向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Studies 2 32 1 考试 语言学方向

方向

必修课

当代英语小说研究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Novels 3 48 1 课程论文

英语语言文

学

英美文学方

向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Studies of 18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3 48 2 课程论文或

期末考试

二十世纪英美戏剧研究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3 48 1 课程论文

翻译批评与赏析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3 48 1 课程论文
英语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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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英汉翻译理

论与实践方

向

文学翻译

Literary Translation 3 48 2 课程论文

非文学翻译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3 48 1 课程论文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48 1 课程论文 英语语言文

学/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

语言学

研究方向

语言研究统计学

Basic Statistics in Language Studies 3 48 2 考试（开卷）

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3 48 2 课程论文

日语语言研究

Japanese Linguistics 3 48 1 课程论文

日语语言文

学

日本文化研究

Japanese Cultural Studies 3 48 1
课程读书报

告+课题

论证

日本文学研究

Japanese Literary Studies 3 48 2 课程论文

俄语语言学

Russian Linguistics 3 48 1 课程论文

俄语语言文

学

俄语语言文化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3 48 1 课程论文

俄罗斯文学

Russian Literature 3 48 2 课程论文

选修

课程

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研究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y American
Fiction

2 32 2 课程论文

英语语言文

学

英美文学方

向

莎士比亚研究

Shakespeare Studies 2 32 3 课堂报告+
论文

当代英语诗歌

Contemporary English Poetry 2 32 3 课程论文

当代西方修辞思想研究
Contemporary Western Thinking on
Rhetoric

2 32 1 课程论文+
读书报告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
Studie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in
Literature

2 32 3 课程论文

西方思想经典阅读
Classic Western Thoughts 2 32 3 考试



322

选修

课程

外语教育政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2 32 3 课程论文

笔译理论与技巧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1 提交项目

成果

英语语言文

学

英汉翻译理

论与实践方

向

口译理论与技巧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2 考试

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2 32 3 考试

翻译与本地化工程

Translation and Localization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教育学和心理学前沿文献导读与翻译
Introducing and Translating the Frontier
Literature o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2 32 2 课程论文+
翻译作品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课程论文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2 32 2 课程论文

英语语言文

学/外国语

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

语言学

研究方向

语言测试与评估

Language Testing and Assessment 2 32 1 考试（开卷）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 32 3 课程论文

语用学

Pragmatics 2 32 2 课程论文

英语课程与教材研究

Studies of English Curricula and
Teaching Materials

2 32 3 课程论文

最简句法学

Minimalist Syntax 2 32 3 课程论文

认知语用文体学

Cognitive-Pragmatic Stylistics 2 32 3 论文与课堂

展示、考试

语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2 32 2 课程论文

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2 32 2 课程论文

外语教育政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2 32 3 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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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认知心理学与二语学习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32 2 课程论文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课程论文

日本史

Japanese History 2 32 2 课程论文

日语语言文

学

日本文学史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日语基础教育学

Basic Japanese Education 2 32 2 教研论文+
教学设计

日语翻译研究
Japa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2 32 3 课程论文

日本民俗研究
Japanese Folkloric Studies 2 32 3 课程论文/期

末报告

跨文化研究
Cross-Cultural Studies 2 32 3 课程论文

俄语语义学
Russian Semantics 2 32 2 课程论文

俄语语言文

学

俄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Russia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2 翻译报告

俄罗斯文学批评史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2 32 2 课程论文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 of Russian Literary
Works

2 32 3 课程论文

高级俄语口译
Advanced Russian Interpreting 2 32 3 考试

跨文化研究
Cross-Cultural Studies 2 32 3 课程论文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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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20世纪俄罗斯文学 符.阿格诺索夫 专著 必读

2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专著 必读

3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sis writing
Wen Qiufang 专著 必读

4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Lois Tyson, Routledge 专著 必读

5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 (3rd Ed.）
Silverman, D. London: Sage 专著 必读

6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 Enduring questions in

changing contexts (Third edition)

Marily Cochran-Smith; Sharon

Feiman-Nemser; D. John McIntyre;

and Kelly E Demers

编著 必读

7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Jeremy Munday 专著 必读

8 Journal of Pragmatics

Michael Haugh & Marina

Terkourafi

Elsevier B.V.

期刊 必读

9
Language, Biology and

Cogni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Prakash Mondal 专著 必读

10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erry Eagleton 专著 必读

11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Design

for Language Teaching 语言教

学中的教材评估与设计

Ian McGrath,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2 Mrs. Dalloway Penguin Classics 专著 必读

13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Mey, J. L. 外研社 专著 必读



325

14 Psychology of Language David W . Carroll 专著 必读

15
Reading Images: A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Gunther Kress & Theo van

Leeuwen （出版社:Routledge）
专著 必读

16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SAGE 专著 必读

17 TESOL Quarterly Wiley 期刊 必读

18 Theory/Theatre: An Introduction Mark Fortier 专著 必读

19 翻译史研究 王宏志 编著 必读

20

摹仿论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by Erich

Auerbach

Erich Auerbach 吴麟绶等译 专著/译著 必读

21 日本史 吴廷璆、南开大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22 日本文化史 家永三郎 专著 必读

23 日本文学史 小西甚一（著）郑清茂（译） 译著 必读

24 苏联文艺学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25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北京：三联书店 专著 必读

26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27

西方正典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Harold Bloom 江宁康译 专著/译著 必读

28 现代俄语通论教程 肖连河 编著 必读

29 现代日本文学批评史 叶琳等 专著 必读

30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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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1世纪的文学批评 文森特•里奇，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著 选读

32
Corpus-based language studies: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Tony McEnery, Richard Xiao &

YuKio Tono;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专著 选读

33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Mona Baker 专著 选读

34

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

linguistics(second edition)

Julie Sedivy 专著 选读

35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Research Club,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期刊 选读

36 Modernism/Modernit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37 Target John Benjamins 期刊 选读

38

The Death of the Playwright:

Modern British Drama and

Literary Theory

Adrian Page (ed.) 论文集 选读

39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 镜与灯：浪漫主义文

论及批评传统

Meyer Howard Abrams / 郦稚牛

等译

专著 /

译著
选读

40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

Eckhardt Fuchs, Annekatrin Bock

(eds) Palgrave Macmillan
编著 选读

41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Fiona Farr and Liam

Murray （出版社：Routledge）
编著 选读

42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AGE 编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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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hat exactly is Universal

Grammar, and has anyone seen it?
Ewa Da˛browska* 期刊 选读

44 Китай 人民画报社 期刊 选读

45 俄国文学史 德.米尔斯基 专著 选读

46 功能语法体系中的意义理论 A.B.邦达尔科 专著 选读

47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奥兰多·费吉斯 专著 选读

48 日本近现代文论（上下卷） 李强，于荣胜等 编著 选读

49 日本民俗学概论 福田アジア 编著 选读

50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 译著 选读

51 商务翻译译注评 赵兴民、蔡力坚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2 文化的解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3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

话录
许均 编著 选读

54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

分析

杨鲁新等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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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新闻传播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一级学科代码： 0503

培养单位名称： 华南师范大学

填表日期： 2021年 6 月 8 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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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我校在新时期中国

新闻传播教育史占有不可磨灭的特殊位置。1982 年“美国传播学集

大成者”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第一站就在我校做了为期一周的大

众传媒与教育专题讲学。1983 年我校创建新中国首个电化教育本科

专业，其中设置了影视教育方向。2001 年创办中国首批传播学本科

专业。2005 年获批传播学硕士点，2008 年获批新闻学本科专业，

2010 年获批广东省首批传播学特色专业。我校新闻传播学科还拥有

国家第二批信息传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首批国家新闻

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AR+教育数字出版联合实验室）、省

内新闻与传播学科唯一省级重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传播

与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广州市新媒体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基地等

多个高水平学科平台。

二、培养方向

1.传播学（Communication）

主要研究网络化社会的人类传播现象，重点在于传播、交流与

人类的关系及其变迁。凸显本学位点的交叉学科优势，在教育传播

多年实证研究传统基础上剖析教育传播、科学传播、新媒体传播的

诸多新形态。

2.新闻学（Journalism）

主要研究新闻生产及传播、特别是职业新闻传播活动的转型与

创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及网络化社会的最新变化，

从媒体融合视野关注国内外新闻行业转型及其社会影响，以学术回

应新闻行业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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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播电视学与数字传播（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主要研究广播电视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的理论

与实践。依托本学位点近四十年的影像传播教学科研传统，既关注

广播电视与数字节目的生产与研发，又重视可视化、无人机等新技

术手段在视觉传播中的应用。

三、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实的科学

理论基础，系统学习和掌握新闻传播学理论，学会用新闻传播学研

究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掌握新闻传播新技术，具备从事传媒专

业的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能从事新闻传播实务和新闻传播学教学、

科研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学制：3 年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在保证研究生个性化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研究生学习的主

动性和自觉性，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

等教学方式。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强调在

教师引导下的研究生主动学习。实践教学包括参加学术活动、课题

实践以及设计项目等多种方式。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所承担的科研

课题和开发活动中，兼任助教、助研、助管等工作。提倡跨专业选

修，以拓宽知识面，进行学科的交流、交叉研究。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采取导师负责制与学科指导组负责制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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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确定研究生指导教师，并制定个

人培养方案。指导教师负责研究生具体培养工作，学科指导组负责

专业监督与协调。重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培

养研究生具有高尚的情操和优良的学风，并积极创造条件，营造良

好的学术氛围。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学分要求：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5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

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学周为 16 周。1

学分的面授课程对应 16 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 1 节计 1 学时。1

学分的在线课程对应 32 学时的在线学习。

课程设置：课程以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和自学相结合，重视参

与式讨论；选修课程以课堂讲授、读书报告与交流合作相结合，鼓

励自由研讨。除了理论性课程以外，其它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建议

安排观摩、社会调查和各种实践活动。本学科的学生要求在教师指

导下，完成一个科研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工作，并开展交流与研讨。

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

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七、必修环节

在以下培养环节中修满 5 学分：

1.学术报告（1 学分）

在校期间参加8场次以上学校和所在培养单位举办的各种学术

讲座、学术报告等，通过学术报告登记卡进行考核；

2.文献研读（1 学分）

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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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的研读，并提交研读报告 5 篇。由导师负责考核；

3.中期考核（1 学分）：

中期考核由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负责，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

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修读情况、必修环节的完成情况、论文开

题情况等。第四学期结束前进行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

论文写作阶段。

学院成立新闻传播学专业考核小组，坚持“公开、客观、公正”

的原则进行考核。将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于第四学期第 15

周前进行开题答辩。

4.科研训练（1 学分）

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 项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核，考核合格

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包

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

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三助”

等，也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

获得学分。已被录取但入学前因支教等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

在内。由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考核。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术硕士应修满规定的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方可毕业。未完

成补修计划的学术硕士不得申请毕业。

1.获得本学位点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人类一般信息传播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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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一般的研究方法（量化分析、质化分析）和人文-历

史-哲学的研究方法；

（3）社会信息传播中的一类——职业新闻传播活动的原理和

表达（制作）技术；

（4）其他各种社会信息传播（诸如广告、公共关系、各种数

字化传播途径和平台）活动的原理和表达（制作）技术。

2.获得本学位点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素养

（1）学术素养

①具备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精神，研究兴趣广，善于全面

思考问题，具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

②具备在新闻传播现象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

（2）学术道德

①具有学术独立意识，持有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之心；

②严守学术规范，客观准确地收集数据资料，不抄袭；尊重他

人隐私权和名誉权，不在论文中诽谤他人；遵守知识产权，引用他

人成果时如实注明出处或注明转引出处；

③在各种学术交往中不做违法违纪的事。

3.获得本学位点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①知识储备广，能通过大量阅读、深入思考，形成合理的知识

结构；

②学术判断能力强，面对具体的研究问题，能形成明晰有效的

思路和框架，知道采用何种有效的方法进行研究；

③求知欲望强，掌握数字化时代各种快速查阅资料能力，能密

切关注新闻传播学科的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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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研究能力

①能准确判断本学科著述质量高下；

②能适当选择作为论据的已有成果；

③应用研究要能够提出可操作的、有一定学理支持的独到措施

和建议。

（3）实践能力

①能够在新闻传播机构中独立承担工作任务；

②有较好的新闻传播实务能力、熟练使用相关信息传播技能，

具有信息产品策划和操作能力。

③熟练使用新媒体传播工具，具有全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传播调

研能力。

（4）学术交流能力

①了解新闻传播学科国内外研究动态；

②能较为熟练地使用一门外语与国外学者交流，能够阅读本学

科外文文献，能够参与学术会议讨论。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实际应用价值，应坚持理

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面向新闻传播业实际问题，体现学

生运用所学新闻传播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综合解决实践问题的能

力。理论前提可靠，问题的提出、论证得出的结论及分析角度或研

究方法对本学科某一方面发展有所启示，论文应条理清楚、论证严

密，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正文不少于一万五千字。

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阅文献

资料，了解研究方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确定自

己的学位论文题目。论文选题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有创新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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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价值。导师和指导小组要加强对研究生选题的指导。由研

究生指导教师、方向召集人和学科导师指导组组织开题报告会，研

究生就选题意义、领域现状、研究方向、研究条件、研究计划和预

期成果作明确报告，并回答导师小组提问。导师小组要就是否允许

开题作出明确的建议。论文开题结束后，研究生应根据论文工作计

划，定期向导师及导师小组作出阶段报告，以取得指导和帮助。论

文完成并交导师严格审阅后，由导师确定是否可以参加答辩。按研

究生院要求组成答辩委员会，导师不能参加答辩委员会工作。答辩

工作必须严密安排、精心组织，保证学位授予的学术水平和权威性。

十、其他规定

本培养方案自 2021 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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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硕士必

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人文社

科硕士

必修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硕士必

修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术

诚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2 考查
硕士必

修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3 48 1 考查
硕士必

修

新闻传播史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3 48 1 考查
硕士必

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2 32 1 考查

硕士必

修

方向

必修课

新闻理论研究
Studies of Journalism 2 32 1 考查

传播学理论与应用研究
Basic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2 32 1
考查

广播电视传播理论和实践

Practice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3 48 2
考查

新闻传播前沿
Front studie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3 48 3 考查

选修

课程

媒介与文化研究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2 32 3 考查

新闻采访与写作研究
Study of 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 2 32 3 考查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Policy,Law and Ethic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视听媒介与传播研究
Audio Visual Media Studies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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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媒体素养研究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Research 2 32 3 考查

网络新闻与传播研究
Research on interne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4 考查

跨文化传播研究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2 32 4 考查

网络数据挖掘与分析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2 32 4 考查

新闻传播专业英语
Advanced English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2 32 4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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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

迹审视
童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专著 必读

2
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

的现代性
李金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专著 选读

3 新中国新闻传播 60 年长编 刘家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专著 必读

4
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

题及路径

黄旦、沈国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论文集 选读

5 无形的网络 吴予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 专著 选读

6
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

用新闻学卷
单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专著 必读

7 新媒体事件研究
陈韬文、邱林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论文集 必读

8 传播统计学
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北京广播学

院出版社,2003 年
教材 必读

9 中国民意研究
喻国明、刘夏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专著 选读

10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孙玉胜，三联书店，2003 年 专著 选读

11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李金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
专著 选读

12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

传播观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专著 必读

13 什么在决定新闻
甘茨著，李红涛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年
教材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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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掘新闻
舒德森著，陈昌凤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年
教材著作 必读

15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徐耀魁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16 报刊的四种理论
韦尔伯斯拉姆等，新华出版社，

1980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17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新闻自由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18 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 童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19 新闻价值论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0 当代中国新闻改革 孙旭培著，人民出版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1
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与消解
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2
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

际传媒

[美]威廉哈森著，张苏、苏丹译，新华

出版社，2000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3 中外网络新闻业比较 张咏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4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

三版)

（美）洛厄里,德弗勒,刘海龙等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专著 必读

25 新媒体用户研究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专著 选读

26 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 魏永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27 大众传播法概要
[美]T.巴顿.卡特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7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8 传媒伦理学 克里斯蒂安著，华夏出版社，2000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29
媒介论争：19 个重大问题的正反

方辩论

埃弗利特 E 丹尼斯、约翰 C 梅里尔，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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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论出版自由
密尔顿，商务印书馆，1958 年（1996 年

第 5 次印刷）
教材著作 选读

31 富媒体 穷民主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2 舆论学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华夏

出版社，1989 年（又译为《公共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3 新闻学
徐宝璜（1919 年初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4 主体与喉舌 童兵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5 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6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

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延森著，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7 普通媒介学教程
德布雷著，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4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8 作为文化的传播 凯瑞著，丁未译，华夏出版社 2005年 教材著作 选读

39 交流的无奈
彼得斯著，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

2003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0 超越西方霸权 李金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1 传播学引论（增补版） 李彬著，新华出版社，2003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2 传播学概论 施拉姆、波特著，新华出版社，1984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43 大众传播学诸论
[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

著，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
教材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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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华夏出

版社，2000年
教材著作 必读

45 传播理论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6 大众传播模式论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7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7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丹尼思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8 文化研究导论 陆扬、王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49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法]罗兰.巴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0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

本体诠释
李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1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柯克约翰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2
新闻网站新媒体创新运用能力

评价
罗昕，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3 理解传媒经济学
道尔著，李颖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4 报业的活路 中马清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5 市场新闻业
约翰 H.麦克马那斯，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6 电子媒介经营与管理
BK普林格尔等著，潘紫径等译，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7 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 张立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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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媒体文化 道格拉斯凯尔纳，商务印书馆，2004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59 社会科学方法论
[德]马克斯.韦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9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0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E.M.罗杰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1 20 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 张国良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教材著作 必读

62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

[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

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 新华出版

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63 大众媒介与社会
[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

编，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4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

务印书馆，2000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5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

为的影响
梅罗维茨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6 第二媒介时代
[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南京大

学出版社，2001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7 权力的媒介
赫伯特阿特休尔著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8 传播政治经济学
[加]文森特莫斯可，胡正荣等译，华夏

出版社，2000 年
教材著作 选读

69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
（英）安德斯汉森 等著，崔保国，金

兼斌，童菲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70 传播统计学
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北京广播学

院出版社，2003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71 社会研究方法基础
（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华夏出

版社，2005 年
教材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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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The Craft of Research Booth.W. 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教材 必读

73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ies
McQuail, D., SAGE, 2005 教材 选读

74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Hardt, H., . Routledge, 1992 专著 选读

75
A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E. M. Rogers, Fress Press, 1977. 专著 选读

76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W. J. Severin, J. W. Tankard Jr., Pearson,

1997.
教材 选读

77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uchman，G.，Free Press. 1978. 专著 选读

78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Meyrowitz, 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专著 选读

79
British Culture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G. Turner, Routledge, 2002. 专著 选读

80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J. W. Carey, Unwin Hyman, 1989. 专著 选读

81

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We Live, Work,

and Think.

V. Mayer-Schonberger, K. Cukier, John

Murray, 2013
专著 选读

82
Radical Change through

Communication in Mao’s China

Chu, G, C.，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专著 选读

83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期刊 必读

84 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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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新闻学研究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 期刊 选读

86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学术期刊 必读

87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学术期刊 必读

88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学术期刊 必读

89 新闻记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学术期刊 必读

90 新闻学研究（台湾）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 学术期刊 选读

91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ee, C. C.(eds)， Routledge, 2003. 论文集 选读

92

Power, Money and Media: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Cultural

China

Lee， C. C. (ed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0.
论文集 选读

93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OMMUNICATION

OXFORD UNIV PRESS

INCJOURNALS DEPT, 2001 EVANS

RD, CARY, NC 27513

学术期刊 选读

94 JOURNALISM PRACTICE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2-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14

4RN, OXON,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95 JOURNALISM STUDIES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2-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14

4RN, OXON,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96 NEWMEDIA& SOCIETY

SAGE PUBLICATIONS LTD1

OLIVERS YARD, 55 CITY ROAD,

LONDON EC1Y 1SP,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345

97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ELSEVIER SCI LTDTHE

BOULEVARD, LANGFORD LANE,

KIDLINGTON, OXFORD OX5 1GB,

OXON,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98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XFORD UNIV PRESS

INCJOURNALS DEPT, 2001 EVANS

RD, CARY, NC 27513

学术期刊 选读

99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2-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14

4RN, OXON,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10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SC ANNENBERG PRESSUNIV

SOUTHERN CALIFORNIA,

KERCKHOFF HALL, 734 W ADAMS

BLVD, MC7725, LOS ANGELES, CA

90089

学术期刊 选读

101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OXFORD UNIV PRESS

INCJOURNALS DEPT, 2001 EVANS

RD, CARY, NC 27513

学术期刊 选读

102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期刊 选读

103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SAGE 期刊 选读

10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SAGE 期刊 选读

105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INC2455

TELLER RD, THOUSAND OAKS, CA

91320

学术期刊 选读

106 COMMUNICATION THEORY

OXFORD UNIV PRESS

INCJOURNALS DEPT, 2001 EVANS

RD, CARY, NC 27513

学术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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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PERGAMON-ELSEVIER SCIENCE

LTDTHE BOULEVARD, LANGFORD

LANE, KIDLINGTON, OXFORD OX5

1GB, ENGLAND

学术期刊 选读

108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AGE 学术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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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中国史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Chinese History

一级学科代码： 0602

培养单位名称： 历史文化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6月 16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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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中国史早在华南师范大学 1933 年建校之初就已开设，杜国庠、

罗香林、罗倬汉、关履权等先贤，为学科发展奠定重要基石。现有

专任教师 35 人，其中教授 16 人（博导 10 人），副教授 7 人。国家

级人才计划领军人才 3 人，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 1 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 2 人，学科队伍结构较为合理。本学科为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博士后流动站，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拥

有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二十四史研究中心、华南地方史志研究

中心等省部共建科研平台。本学科立足地方优势，重点围绕“边疆

治理、对外交往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问题，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

文数 10 篇，获省优秀成果奖 4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 项。

多人在全国性专业学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学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与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九州大

学等知名学府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每年均有教师应邀出国参加学

术会议或访学，在海外学界获得较高评价。

二、培养方向

1.中国古代史（Ancient Chinese History）

学术带头人：刘晓东

学术梯队：周永卫、陈贤波、王秀丽、段雪玉

简介：该方向立足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重点研究先秦史、秦汉

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以及宗教史、区域史、中西交流史等。

2.中国近现代史（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学术带头人：左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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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梯队：肖自力、夏蓉、蒋建农、渠桂萍、杨锦銮、黄珍德、

黄金凤、杨思机

简介：该方向密切关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或深远

意义的领域，重点研究近代外交史、华南抗战史、中共党史、社会

史、妇女史、当代史等。

3.历史文献学（Historical Philology）

学术带头人：陈立柱

学术梯队：鲁力、吴羽、许展飞、刘焕

简介：该方向重点研究传世与出土文献，包括楚简、“三礼”、

佛教与道教文献、区域历史文献等。

4.专门史（Special History）

学术带头人：张淑一

学术梯队：夏志前、牛新房、詹坚固、胡列箭

简介：该方向重点研究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史学理论、历史地

理，并注重对东亚地区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围绕明清时期东南海

疆的倭寇、海盗问题展开研究。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主要为中国史学科博士阶段的研究培养预备人才；同时

也为高中培养骨干教师；为需要中国史专业知识的其他相关行业培

养专门人才。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学生须达到如下具体目标：

1.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

祖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历史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拥有扎实的中国史专业知

识，了解中国史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动态，具有较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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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运用专业外语的基本能力，具备独立

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能力。

3.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健全的人格，

掌握与他人合作及团队工作的要领。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生基准学制为3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长

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1.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以导师指导为主，导师专门指

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

责任人。各专业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每个

小组一般由 3-5 人组成，在配合导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集体培养

的作用。

2.研究生须在第一学期入学后，在导师或指导组的指导下确定

研究方向和领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作为本人在读期间的个

性化培养方案，并在执行中逐步完善。在读期间，研究生应在导师

指导下阅读一定数量的专业经典文献，并参加相关学术讲座和读书

报告会。

3.在读期间，硕士研究生相关课程的学习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

授课方式可灵活多样，一般应为学术研讨为主。在培养过程中，贯

彻理论联系和因材施教的实际原则，通过导师指导、课堂讲授及专

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循序渐进地推进培养计划的全面落实。

4.导师或指导小组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引导研究生通过相

应的阅读系统深入地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发展趋势，



351

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和参加学术交流，及时吸收学科最新研究成果，

着重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根据专业和培养计划需要，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授

课。在必要情况下，鼓励学生赴境外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交流，或

联合培养研究生。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制及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培养实行学分制，以课内学习满 16学时（含考

试）计 1学分。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总学分不得少于 35学分，

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必修环节计 5学分。

2.课程设置

本学科硕士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

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1）公共必修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学术外国语（3

学分），共计 6学分。

（2）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学科基础课包括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学分）、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3学分）、

中国历史文献与史料学（3学分），共计 7学分。

（3）方向必修课包括中国历史研究前沿（3学分）、中国古代

政治经济史专题（3学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专题（3学分）、

中国近代史专题（3学分）、中国现代史专题（3学分）。本学科各

方向硕士生根据研究方向修读，不少于 9学分。

（4）根据培养方向开设选修课程 20门，每门课程 2学分。本

学科硕士生根据研究方向选择修读，总学分不少于 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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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

本学科硕士生的必修环节主要包括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

文献研读、中期考核、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每项计

1学分，总学分计 5学分。

1.学术报告（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学院根据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规定给予相

应的成绩等级。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学分。

2.文献研读（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

学术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学院中国史硕士学科指导组考核合格

者，计 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第四学期结束前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报告思

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

状况等情况。学院成立考核小组，坚持“公开、客观、公正”的原

则进行考核。达到规定要求者，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计 1学分。论

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课题发生重大变

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的内容、组织、程序和成绩评定详见《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4.科研训练（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培养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核，

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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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

动。社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

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

暑期“三下乡”活动等。“三助”可纳入社会实践。已被录取但入

学前因支教等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在内。也可通过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学院中国史

硕士学科指导组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毕业学分要求：本学科硕士生修满规定的学分。

科研能力要求：具备独立科研能力，即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

熟练使用至少一门外语从事科研和交流的能力，第二外语要达到基

本准确阅读文献的能力。

毕业论文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经导师签字

同意后，送专家匿名评审。评审通过后，交学科指导组审核通过。

九、学位论文

1.本学科硕士生最迟在第四学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举行开

题报告会，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写作。

2.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论文

选题确定后，应拟订论文切实可行的写作计划。

3.学位论文完成后，预答辩、评阅、正式答辩等按照《华南师

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师〔2020〕14号）相关

要求执行。

十、其他规定

本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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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ies

3 48 1 考查

中国历史文献与史料学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Data Science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中国历史研究前沿

Frontier of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3 48 1 考查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3 48 2 考查

中国古代

史、历史文

献学和专门

史方向必修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3 48 2 考查

中国古代

史、历史文

献学和专门

史方向必修

中国近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Modern China
3 48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

史方向必修

中国现代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Contemporary China
3 48 2 考查

中国近现代

史方向必修

中国史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2 32 1 考查



355

选修

课程

先秦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Pre-Qin China
2 32 1 考查

秦汉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Qin and
Han

2 32 1 考查

明清政治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Political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2 32 2 考查

中国古代海洋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Oceans

2 32 2 考查

明清史史料与研究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tudies of the
Ming and Qing

2 32 2 考查

魏晋南北朝史籍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2 32 2 考查

出土文献研究

Research on Excavated Literature
2 32 3 考查

元史专题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2 32 3 考查

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Ancient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2 32 3 考查

岭南民族史

History of Lingnan Nationality
2 32 3 考查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History of Social Life in Modern China
2 32 1 考查

中国近代女性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2 32 1 考查

中华民国政治史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32 2 考查

中华民国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3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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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Rural Society
2 32 2 考查

国共关系史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2 32 3 考查

中国近代教育史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2 32 3 考查

长征史研究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ong
March

2 32 3
考查

当代中国史专题

Special Topic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2 32 1 考查

补修

课程

中国古代史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 / /

考查

中国近现代史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 /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357

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研究院 期刊 选读

2 中国史研究 中国历史研究院 期刊 选读

3 中国史研究动态 中国历史研究院 期刊 选读

4 近代史研究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期刊 选读

5 抗日战争研究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期刊 选读

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室 期刊 选读

7 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 文献 选读

8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永瑢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献 必读

9 廿二史札记 赵翼，中华书局 文献 必读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 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中国地图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 中国断代史系列 王玉哲等，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3 国史大纲 钱穆，商务印书馆 著作 必读

14 中华二千年史 邓之诚，中华书局 著作 选读

15 吕思勉读史札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6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7 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18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三联书店 著作 必读

19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上海古籍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0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中华书局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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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民族史 王钟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2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白钢，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3 中国经济史论丛 全汉升，中华书局 著作 选读

24 中国经济通史 周自强等，经济日报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5 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6 中国史学史 白寿彝，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7 中国移民史 葛剑雄等，福建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8 中西交通史 方豪，上海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29 北魏平城时代 李凭，上海古籍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0 中国古代国家与政治 陈长琦，文物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1 明代政治制度 关文发、颜广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2 剑桥中国史系列 崔瑞德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3 中国史研究入门 山根幸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4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 荣新江，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5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业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专著 必读

36

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

——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

1979——2009

徐秀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专著 必读

37 中华民国史（16 册） 李新主编，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专著 必读

38 中国近代通史（10 册） 张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专著 必读

39 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 王建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版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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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

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王建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专著 选读

41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

订增补本）

王奇生，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专著 选读

42 革命与反革命 王奇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专著 选读

43
联 合 政 府 与 一 党 训

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战争
邓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专著 选读

44 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汪朝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专著 选读

45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3册） 石源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专著 选读

46
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

——从九一八到七七
刘维开，台北，“国史馆”1995 年版 专著 选读

47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熊月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专著 选读

48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桑兵，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专著 选读

49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茅海建，三联书店 2005 年新版 专著 选读

50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

政治
罗志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专著 选读

51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专著 选读

52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专著 选读

53 剑桥中国晚清史
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专著 必读

54 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专著 必读

55 现代化新论 罗荣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专著 必读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2?_encoding=UTF8&s=books&qid=1291883063&asin=B00119ZUNQ&sr=1-2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2?_encoding=UTF8&s=books&qid=1291883063&asin=B00119ZUNQ&sr=1-2


360

56 中华民国史稿 张玉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版 专著 选读

57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严昌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版。 专著 选读

58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专著 选读

59 中国抗日战争史（8册） 王建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专著 选读

60 抗日战争史新编（6册） 吕芳上，台北，“国史馆”2015 年版 专著 选读

61 中国近代社会史 乔志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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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世界史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World History

一级学科代码： 0603

培养单位名称： 历史文化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6月 16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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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拥有良好的学术传统。2001 年，世

界史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世界史成为该学科全国首批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目前，学科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现有专任教师 21 人，其中教授 11 人（博导 7 人），副教授 4 人。

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1 人，长城学者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近年来，

学科团队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和《世

界历史》等发表论文多篇，在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著作

多部，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多人在学会中担任要职，在学界

影响力持续提升。

二、培养方向

1.世界古代中世纪史（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World）

学术带头人：陈文海

学术梯队：易建平、章衍、王三三

简介：该方向研究重点为古代希腊罗马史、中世纪教会史以及

阿拉伯史等领域。

2.世界近现代史（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orld）

学术带头人：张庆海

学术梯队：赵自勇、周小兰、李国强

简介：该方向研究重点是欧洲近现代民族史、美国史及东南亚

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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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门史（宗教文化史）（History of Specialty, Religious Culture)

学术带头人：张来仪

学术梯队：代国庆、张峰峰、李丞欣

简介：该方向研究重点主要是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思想史、伊

斯兰教史和犹太教史等。

4.地区国别史（欧、美、亚）（Regional and National History,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学术带头人：何慧

学术梯队：尹虹、黎英亮、刘虹男

简介：该方向研究重点是西欧宗教文化史、法国政治文化史以

及英国社会史等领域。

5.史学理论与史学史（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学术带头人：章衍

学术梯队：张庆海、王三三

简介：该方向研究重点是世界史学经典名著、马克思主义历史

理论、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主要为世界史学科博士阶段的研究培养预备人才；同时

也为高中培养骨干教师；为需要世界史专业知识的其他相关行业培

养专门人才。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学生须达到如下具体目标：

1.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

祖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历史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拥有扎实的世界史专业知

识，了解世界史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动态，具有较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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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具备独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

及其他工作的能力。

3.具有运用专业外语的基本能力，并具备第二外语（如拉丁语、

法语）的阅读基础和运用该语言进行科研写作的基本能力。

4.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健全的人格，

掌握与他人合作及团队工作的要领。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生基准学制为 3 年。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

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1.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以导师指导为主，导师专门指

导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

责任人。各专业方向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硕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每个

小组一般由 3~5 人组成，在配合导师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集体培养

的作用。

2.研究生须在第一学期入学后，在导师或指导组的指导下制定

“个人培养计划”，作为本人在读期间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并在执

行中逐步完善。在读期间，研究生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阅读一定数

量的世界史经典文献，并参加相关学术讲座和读书报告会。

3.在培养过程中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因材施教的原则，采取课

程学习、科研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导师指导、

课堂讲授及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循序渐进地推进培养计划的全面

落实。

4.导师或导师组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引导研究生通过相应

的阅读系统深入地掌握本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及发展趋势，积



365

极开展科研活动和参加学术交流，及时吸收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着

重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根据专业和培养计划需要，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校授

课，在必要情况下，鼓励学生赴境外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交流，或

联合培养研究生。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制及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培养实行学分制，以课内学习满 16学时（含考

试）计 1学分。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总学分不得少于 35学分，

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30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

2.课程设置

本学科硕士生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

程，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1）公共必修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

学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学术外国语（3

学分），计 6学分。

（2）根据《学术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学科基础课包括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学分）、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3学分）、

世界史基本问题研究（3学分），共计 7学分。

（3）方向必修课包括外国史学名著研读（3学分）、宗教文化

史专题（3 学分）、文明交流史（3 学分）、近现代民族与国家（3

学分）和近现代经济发展与全球化（3学分）。本学科各方向硕士生

根据研究方向修读，不少于 9学分。

（4）根据培养方向开设选修课程 14门，每门课程 2学分。本

学科硕士生根据研究方向选择修读，总学分不少于 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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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

本学科硕士生的必修环节主要包括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

文献研读、中期考核、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每项计

1学分，总学分计 5学分。

1.学术报告（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

报告等，根据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记卡上的规定给予相应的

成绩等级。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学分。

2.文献研读（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

学术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学院世界史硕士学科指导组考核合格

者，计 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第四学期结束前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报告思

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

状况等情况。学院成立考核小组，坚持“公开、客观、公正”的原

则进行考核。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

课题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达到规定要求者，

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计 1学分。

中期考核的内容、组织、程序和成绩评定详见《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4.科研训练（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培养

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核，

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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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本学科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

动。社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

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

暑期“三下乡”活动等。“三助”可纳入社会实践。已被录取但入

学前因支教等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在内。也可通过参加各类

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学院世界史

硕士学科指导组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毕业学分：本学科硕士生修满规定的学分。

科研能力：具备独立科研能力，即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科研

能力达到在国内本领域研究的前列；熟练使用至少一门外语从事科

研和交流的能力，第二外语要达到基本准确阅读文献的能力。

毕业论文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经导师签字

同意后，送专家进行匿名评审。评审通过后交学科指导组审核通过。

九、学位论文

1.本学科硕士生最迟在第四学期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举行开

题报告会，通过中期考核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写作。

2.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论文

选题确定后，应拟定论文切实可行的写作计划。

3.学位论文完成后，预答辩、评阅、正式答辩等按照《华南师

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师〔2020〕14号）相关

要求执行。

十、其他规定

本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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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ies 3 48 1 考查

世界史基本问题研究
Studies on Basical Issues of World History 3 48 1 考查

方向

必修课

外国史学名著研读
Studies and Readings on Foreign Historical
Classics

3 48 1 考查

宗教文化史专题
Thematic Studies of History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3 48 2 考查
世界古代中

世纪史方向

必修

文明交流史
History of Inter-civilization Exchanges 3 48 2 考查

世界古代中

世纪史方向

必修

近现代民族与国家
Nations and Stat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48 2 考查
世界近现代

史方向必修

近现代经济发展与全球化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orlds

3 48 2 考查
世界近现代

史方向必修

选修

课程

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比较研究
A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eories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2 32 3 考查

古典史
Classical History 2 32 3 考查

基础拉丁语
Elementary Latin 2 32 1 考查

世界古代中

世纪史方向

必选

简明法语
Elementary French 2 32 1 考查

世界近现代

史方向必选

早期基督教会史
AHistory of the Early Christian Church 2 3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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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
The History of France 2 32 3 考查

英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2 32 3 考查

美国史专题
Studies of American History 2 32 3 考查

法国民族问题研究
Studies on National Issues of France 2 32 3 考查

东南亚近现代史
Seminar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2 32 3 考查

英国宗教改革与社会
The Religious Reform and Socie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2 32 3 考查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经济史

（1815-1848）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1815-1848）

2 32 3 考查

世界文化遗产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World 2 32 3 考查

丝绸之路史专题
Thematic Studies of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s

2 32 3 考查

补修

课程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Ancient and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World / / / 考查

世界近现代史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World

/ / /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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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历史 希罗多德(王以铸译) 著作 必读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谢德风译） 著作 必读

3 内战记 凯撒（任炳湘、王士俊译） 著作 必读

4 高卢战记 凯撒（任炳湘译） 著作 必读

5 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 塔西佗（马雍、傅正元译） 著作 必读

6 编年史 塔西佗（王以铸、崔妙因译） 著作 必读

7 罗马史 阿庇安（谢德风译） 著作 必读

8 亚历山大远征记 阿里安（李活译） 著作 必读

9 哥特史 约达尼斯（罗三洋译） 著作 必读

10 法兰克人史 格雷戈里（寿纪瑜、戚国淦译） 著作 必读

11 英吉利教会史 比德（陈维振、周清民译） 著作 必读

12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商务印书馆 著作 必读

13 教会史 优西比乌（何光沪、瞿旭彤译） 著作 必读

14 三十年战争史 弗里德里希·席勒（沈国琴译） 著作 必读

15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基佐（伍光建译） 著作 必读

16 古代社会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杨东

莼、马雍等译）
著作 必读

17
菲利普二世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

海世界

费尔南·布罗代尔（唐家龙

等译）
著作 必读

18 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杜丹（志扬译） 著作 必读

19 历史研究 汤因比（刘北成译） 著作 必读

20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 刘家和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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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界古代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2 剑桥插图中世纪史 罗伯特·福西耶（李增洪等译） 著作 必读

23 欧洲中世纪史 朱迪斯·本内特（杨宁等译） 著作 必读

24 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研究 人民出版社 著作 必读

25 现代世界体系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罗荣渠、

庞卓恒等译）
著作 必读

26
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

崛起（1500-1850）
杰克•戈德斯通（关永强译） 著作 必读

27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

本主义
布罗代尔（顾良、施康强译） 著作 必读

28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卡尔•波兰尼（刘阳、冯钢译） 著作 必读

29
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

再探

桑德拉•哈尔珀琳（唐皇凤、武

小凯译）
著作 必读

30 法国史（修订本） 陈文海 著作 必读

31 法国史 乔治·杜比（吕一民等译） 著作 必读

32 英国社会史
阿萨·勃里格斯著（陈叔平

等译）
著作 选读

33 西方文化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4 佛教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35 世界遗产与年轻人 上海三联书店 著作 选读

36 外国史学名著选 商务印书馆 著作 选读

37 中西古典学引论 日知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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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国文明的兴起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

（许亚芬，于干译）
著作 选读

39 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弗雷德里克•韦洛克著、理查德

•拉弗勒 修订（张卜天译）
著作 选读

40 简明法语教程（上、下） 孙辉 著作 选读

41 东南亚史 米尔顿•奥斯本（郭继光译） 著作 选读

42 剑桥东南亚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 著作 选读

43 历史著作史 汤普逊（谢德风译） 著作 选读

4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5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必读

46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必读

47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必读

48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eard ,Charles Austin 著作 选读

49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rilliance Audio 著作 选读

50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选读

51
A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MacCulloch , Diarmaid 著作 选读

52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53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54 世界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期刊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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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数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Mathematics

一级学科代码： 0701

培养单位名称： 数学科学学院

填表日期： 2021年 5月 1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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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数学学科创建于 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目前具有数学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覆盖学术型与专业型，

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本学科先后获批“211

工程”省重点建设学科，广东省一级学科攀峰重点学科，广东省“冲

一流” 学科，ESI排名跻身全球前 5‰，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被评为 B+。拥有广东省数据科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平台，

合作共建首批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粤港澳应用数学中心”以及“中法

基础数学实验室”，现任教师队伍中有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人才项

目奖励计等各类高层次人才十余人。本学科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签订了协议，

共同联合培养研究生。

二、培养方向

1.偏微分方程及应用（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本方向有教授 8人，副教授 7人。主要研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理论及其应用，包括非线性扩散方程、流体力学方程、生物数学中

的偏微分方程等。

2.科学计算（Scientific Computing）

本方向有教授７人，副教授 7人。主要研究科学与工程计算其

应用，包括张量与矩阵计算、偏微分方程数值解、优化和数据挖掘

等研究方向。

3.代数与数论（Algebra and Number Theory）

本方向有教授 3人，副教授 3人，副研究员 1人，博士后 1人。

主要研究代数、数论及应用，包括 Gröbner-Shirshov基理论、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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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代数、有限群论、李群李代数等。

4.组合数学与图论（Combinatorics and Graph Theory）

本方向有教授 3人，副教授 1人，主要研究组合数学与图论，

包括组合矩阵论、图谱理论、超图的张量谱理论、匹配理论等。

5.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Dynamical

Systems）

本方向有教授 3人，副教授 5人。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和动力系

统，包括常微分方程、泛函微分方程、反应扩散方程、复杂耦合非

线性系统理论、拓扑动力系统、单调动力系统、生物动力系统等。

6.微分几何与拓扑（Differential Geometry and Topology）

本方向有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讲师 2人。主要研究微分几

何，代数拓扑，包括子流形几何、特征值问题、曲率流、拓扑与代

数拓扑、芬斯勒几何等。

7.函数论（Function theory）

本方向有教授4人，主要研究函数的分析和几何性质及其应用，

包括复分析及其应用、泛函分析、调和分析。

8.概率统计与金融数学（Probability Statistics and Financial

Mathematics）

本方向有教授 2人，副教授 4人。主要研究概率统计与金融数

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包括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生物医学统计、金融

数学等。

9.数学教育（Mathematics Education）

本方向现有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副研究员 1人，主要研究：

数学教学研究，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数学教育心理学、数学课程

和教材、数学课堂教学、数学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数学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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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国际比较、数学哲学与文化、数学竞赛、数学教育技术等。

三、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勇

于追求真理的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教学与科研人才。本学科的硕士

研究生应具有坚实宽厚的数学理论基础，并在数学学科领域有系统、

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初步的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某一

方向上做出有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

为熟练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毕业后能从事与数学相关的教学、

科研、管理和开发等工作。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基准学制为 3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延长

在校学习年限。

五、培养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采取导师个别指导的方式，充分发挥导师组集体

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环

节相结合，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所在学科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

综合能力。

学术硕士培养过程中，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采取灵活

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和方法。鼓励和支持与国内外一流科研

院所、一流大学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学时

学术硕士培养实行学分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总学分要求

不少于 33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8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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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硕士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学

周为 16周。1学分的面授课程对应 16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 1节

计 1学时。1学分的在线课程对应 32学时的在线学习。

2.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1)公共必修课

学术硕士公共必修课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2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学术外国语（3学分），

计 6学分。

(2)学科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1学分)，科学精神、学术诚信、伦理道

德等一并作为该课程的授课内容。泛函分析（3学分），代数学（3

学分），拓扑学（3学分）。

(3)方向必修课

本培养方案按模块共列出 9门方向必修课，每门方向必修课 3

学分。须在所列出的 9门方向必修课中修读不少于 2门（不少于 6

学分）。

(4)选修课程

本培养方案按模块列出的每门选修课程 3学分，学术硕士按要

求选修和自主选修不少于 2门选修课程（不少于 6学分）。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学分计 5学分，不计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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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报告（1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报

告等，由导师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学分）

学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

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考

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进行，

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

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身心状况等，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

期考核。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计 1学分。中

期考核原则上在第四学期结束前进行，具体见《华南师范大学数学

科学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

4.科研训练（1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学

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培养学

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练的考

核，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

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学生也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

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负

责对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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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硕士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的学

分，必修环节考查合格，通过论文答辩，符合学校规定的毕业要求，

则准予毕业。

九、学位论文

学术论文选题、论文应达到的学术水平、学术规范等方面须符

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华师〔2020〕

14号）的要求。学术型硕士生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签字认可，方

可进行送审和毕业答辩。

十、其他规定

本学术硕士培养方案从 2021级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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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Nature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含科学精神、学术诚

信、伦理道德等）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2 考查

泛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3 48 1 考试

代数学
Algebra 3 48 1 考试

拓扑学
Topology 3 48 1 考试

方向

必修课

线性偏微分方程 L^2理论和 Sobolev空间
L^2 Theory of Linear PDEs and Sobolev
Spaces

3 48 2 考试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3 48 2 考试

模与 Galois理论
Modules and Galois Theory 3 48 2 考试

图论
Graph Theory 3 48 2 考试

非线性泛函分析导论
Introduction to Nonlinear Functional Analysis 3 48 2 考试

微分流形
Differentiable Manifold 3 48 2 考试

实分析
Real Analysis 3 48 2 考试

数理统计学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2 考试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3 48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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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Ellip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抛物型偏微分方程
Parabol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非线性泛函分析
Nonlinear Functional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动力学方程的 Cauchy问题
Cauchy Problem of Kinetic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守恒律方程基础
Introduction to Systems of Conservation Laws 3 48 3-4 考查

变分法及其应用
Variation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等变分歧理论及其应用
Equivariant Bifurc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非线性动力学
Nonlinear Dynamics 3 48 3-4 考查

非线性分析方法
Methods in Nonlinear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分歧理论及其应用
Bifurc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分析中的拓扑方法
Topological Methods in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物理和生物过程的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3 48 3-4 考查

数据驱动的科学与建模
Data Driven Science and Modeling 3 48 3-4 考查

现代应用数学基础
Foundations of Modern Applied Mathematics 3 48 3-4 考查

应用非线性分析
Applied Nonlinear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微分方程的最大值原理
Maximum Principles i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Navier-Stokes方程选讲
Topics on Navier-Stokes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临界点理论及其应用
Theory on Critical Points and its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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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复杂流体选讲
Topics on Complex Fluids 3 48 3-4 考查

Monge-Ampère方程
The Monge-Ampère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张量与矩阵分析论题
Topics in Tensor and Matrix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矩阵扰动分析
Matrix Perturbation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矩阵计算
Matrix Computations 3 48 3-4 考查

张量计算与应用
Tensor Computations with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张量与大数据分析
Tensor and Big Data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张量与多项式优化
Tensor and Polynomial Optimization 3 48 3-4 考查

最优化模型与方法
Optimization Models and Methods 3 48 3-4 考查

偏微分方程数值计算
Numerical Computation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its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混合有限元及自适应算法
Mixe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Adaptive
Algorithm

3 48 3-4 考查

谱方法的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for Spectral Methods 3 48 3-4 考查

分数阶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
Numerical Methods for Fractional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微分方程数值解
Numerical Solutions for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有限元方法的数学理论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s

3 48 3-4 考查

电磁场有限元方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s for Maxwell’s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多层网格法
Multigird Methods 3 48 3-4 考查

有限元程序设计
Finite Element Programming 3 48 3-4 考查

间断有限元方法
Discontinuous Galerkin Methods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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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区域分解算法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3 48 3-4 考查

混合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
Mixe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随机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算法设计与分析
Algorithm Design and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科学计算中的机器学习
Scientific Machine Learning 3 48 3-4 考查

分布式机器学习
Distributed Machinex Learning 3 48 3-4 考查

并行计算
Parallel Computing 3 48 3-4 考查

模型降阶
Model Order-Reductio 3 48 3-4 考查

机器学习原理与应用
Machine Learning-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深度学习与大数据处理
Deep learning and Big Data Computation 3 48 3-4 考查

贝叶斯学习与模式识别
Bayesian Learn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3 48 3-4 考查

最优化：建模、算法与理论

Optimization: Modeling、Algorithm and Theory 3 48 3-4 考查

非光滑分析
Nonsmooth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凸分析
Convex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无约束优化与非线性方程组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and Nonlinear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约束优化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and Nonlinear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核函数逼近方法导论
Introduction of Kernel-Based Approximation
Methods

3 48 3-4 考查

核函数逼近方法及其应用
Application of Kernel-Based Approximation
Methods

3 48 3-4 考查

机器学习导论
Introduc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3 48 3-4 考查

机器学习及其应用
Application of Machine Learning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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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图像处理导论
Introduc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3 48 3-4 考查

图像配准算法
Algorithms for Image Registration 3 48 3-4 考查

对策论
Game Theory 3 48 3-4 考查

经济预测与决策技术
Economic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Making
Techniques

3 48 3-4 考查

P-adic分析
P-adic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不定方程选讲
Some Talks on Diophantine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数论基础
Basic Number Theory 3 48 3-4 考查

有限域理论
Finite Fields Theory 3 48 3-4 考查

格与序
Lattices and Order 3 48 3-4 考查

Quantales及其应用
Quantales and Their Appliations 3 48 3-4 考查

范畴学
Categories 3 48 3-4 考查

半环及应用
Semiring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泛代数
Universal Algebra 3 48 3-4 考查

Groebner-Shirshov基
Groebner-Shirshov Bases 3 48 3-4 考查

非交换环
Noncommutative Ring 3 48 3-4 考查

Gelfand-Kirillov维数
Gelfand-Kirillov Dimension 3 48 3-4 考查

李代数表示论
Introduction to Lie Algebras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3 48 3-4 考查

代数数论
Algebraic Number Theory 3 48 3-4 考查

函数域中的数论
Number Theory in Function Fields 3 48 3-4 考查

代数几何
Algebraic Geometry 3 48 3-4 考查

序列及其应用
Sequen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3 48 3-4 考查

解析数论
Analytic Number Theory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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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组合矩阵论
Combinatorial Matrix Theory 3 48 3-4 考查

高等组合学
Advanced Combinatorics 3 48 3-4 考查

代数图论
Algebraic Graph Theory 3 48 3-4 考查

组合最优化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3 48 3-4 考查

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选讲
Lectures on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Dynamical System

3 48 3-4 考查

泛函微分方程
Fun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反应扩散方程
Reaction Diffusion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复杂耦合非线性系统理论
Theory of Complex Coupled Nonlinear
Systems

3 48 3-4 考查

HOPF分支理论及其应用
The Theory of HOPF Bifur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3 48 3-4 考查

生态动力系统
Dynamical Systems in Population Biology 3 48 3-4 考查

单调动力系统
Monotone Dynamical System 3 48 3-4 考查

遍历理论
Ergodic Theory 3 48 3-4 考查

拓扑动力系统概论
Introduction to Topological Dynamical System 3 48 3-4 考查

黎曼几何
Riemannian Geometry 3 48 3-4 考查

特征值问题
Eigenvalue Problem 3 48 3-4 考查

子流形几何
Submanifold Geometry 3 48 3-4 考查

代数拓扑学一

AlgebraicTopology Ⅰ
3 48 3-4 考查

代数拓扑学二

Algebraic Topology Ⅱ
3 48 3-4 考查

经典同伦论
Classical Homotopy Theory 3 48 3-4 考查

测度论基础
Basic Measure Theory 3 48 3-4 考查

随机过程
Stochastic Processes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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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马氏决策过程
Markov Decision Processes 3 48 3-4 考查

渐近统计
Asymptotic Statistics 3 48 3-4 考查

非参数统计推断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3 48 3-4 考查

统计模型
Statistical Models 3 48 3-4 考查

临床试验设计与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 3 48 3-4 考查

金融中的数学方法
Mathematical Method in Finance 3 48 3 考查

随机微分方程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 考查

金融随机计算
Stochastic Calculus for Finance 3 48 4 考查

期权定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Methods of Option
Pricing

3 48 4 考查

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
Risk Management Theory and Methods 3 48 3-4 考查

神经网络原理与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Neural Networks 3 48 3-4 考查

数学教育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3 48 3-4 考查

数学教学案例研究
Case Study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3 48 3-4 考查

数学教学设计的理论和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al Design

3 48 3-4 考查

国际数学教育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Education

3 48 3-4 考查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3 48 3-4 考查

数学思想方法与初等数学研究
Mathematics Thought Method and Elementary
Mathematics Research

3 48 3-4 考查

数学哲学与文化
Philosophy and Culture on Mathematics 3 48 3-4 考查

竞赛数学解题策略研究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Solving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Mathematics

3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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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数学教学软件设计与制作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Software

3 48 3-4 考查

数学教学理论与案例
Theories and Case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3 48 3-4 考查

复分析
Complex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几何函数论
Geometric Function Theory 3 48 3-4 考查

平面调和映照理论
Harmonic Mapping Theory 3 48 3-4 考查

泛函分析(二)
Functional Analysis(2) 3 48 3-4 考查

算子理论
Operator Theory 3 48 3-4 考查

C∗ −代数
C∗ −Algebras 3 48 3-4 考查

现代分析
Modern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测度论
Measure Theory 3 48 3-4 考查

现代分析基础
Foundation of Modern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Fourier分析
Fourier Analysis 3 48 3-4 考查

亚纯函数理论
Meromorphic Function Theory 3 48 3-4 考查

复域微分方程理论
Theory of Complex Differential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复域差分方程理论
Theory of Complex Difference Equations 3 48 3-4 考查

亚纯函数动力系统
Dynamical Systems of Meromorphic Functions 3 48 3-4 考查

函数空间理论
Theory of Function Spaces 3 48 3-4 考查

测度论
Measure Theory 3 48 3-4 考查

分形几何
Fractal Geometry 3 48 3-4 考查

遍历论
Ergodic Theory 3 48 3-4 考查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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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环节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说明：1.在方向必修课中选修 2门，在选修课程中选修 2门；或者在方向必修课中

选修 3门，在选修课程中选修 1门。

2.可跨方向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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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L.C. Evans 著作 必读

2 Nonlinear Diffusion Equations
Zhuoqun Wu, Junning

Zhao,Jingxue Yin,Huilai Li
著作 必读

3 非线性分析方法 张恭庆/高教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 实分析与复分析 Walter Rudin 著作 必读

5 Bifurcation Theory H. Kielhofer/Springer 著作 必读

6

Templates for the solution of

algebraic eigenvalue problems

A practical guide

Zhaojun Bai, James Demmel, Jack

Dongarra, Axel Ruhe, Henk van der

Vorst

著作 必读

7 代数特征值问题 威尔金森著，石钟慈，邓健新译 著作 必读

8 矩阵扰动分析 孙继广著 著作 必读

9 Matrix Computations
Gene H. Golub, Charles F. Van

Loan 著
著作 必读

10

Tensor analysis

(spectral theory and special

tensors)

Liqun Qi and ZiYan Luo 著 著作 必读

11
Tensor Eigenval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L. Qi, H. Chen, Y. Che著 著作 必读

12

An Introduction to Polynomial

and Semi-Algebraic

Optimization

J.B. Lasserre著 著作 必读

13 最优化：建模、算法与理论 刘浩洋、户将、李勇锋、文再文著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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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s

Susanne C. Brenner,

L. Ridgway Scott
著作 必读

15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Elliptic Problems
Ciarlet D G. 著作 必读

16

A Review of a Posteriori Error

Estimation and Adaptive

Mesh-Refinement Techniques

Rudiger Verfurth 著作 必读

17

Templates for the Solution of

Algebraic Eigenvalue Problems

A Practical Guide

Zhaojun Bai, James Demmel, Jack

Dongarra, Axel Ruhe, Henk van der

Vorst

著作 必读

18 Algebra Michael Artin 著作 必读

19 代数数论 冯克勤 著作 必读

20
Elementary Number Theory

with Applications
Thomas Koshy 著作 必读

21

Groebner-Shirshov Bases,

Normal Forms, Combinatorial

and Decision Problems in

Algebras

Leonid Bokut, Yuqun Chen,

Kyriakos Kalorkoti, Pavel

Kolesnikov, Viktor Lopatkin，World

Scientific, 2020

著作 必读

22
Number Theory in Function

Fields
Michael Rosen 著作 必读

23

Algebraic Curves: an

Introduction to Algebraic

Geometry

William Fulton 著作 必读

24
Sequences, Discrepancies and

Applications
Michael Drmota, Robert F. Tichy 著作 必读

25
Quanta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K.I. Rosenthal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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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ntroduction to Lattices and

Order
B.A. Davey/H.A. Priestley 著作 必读

27
Abstract and Concrete

Categories: The Joy of Cats

J.Adámek /H. Herrlich/ G.E.

Strecker
著作 必读

28 Universal Algebras G.Grӓtzer 著作 必读

29 Semiring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J.S. Golan 著作 必读

30 Graph Theory Springer 著作 必读

31 常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方法

马知恩/周义仓/李承治

科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

第 2 版

著作 必读

32 拓扑动力系统概论
叶向东/黄文/邵松

科学出版社, 2008，第 1 版
著作 必读

33 微分流形初步 陈维桓，高等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4 黎曼几何引论 陈维桓/李兴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5
女士品茶：20 世纪统计怎样变

革了科学

David Salsburg 著，邱东 译，中

国统计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6
统计陷阱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

达莱尔 著， 廖颖林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7 统计与真理
C. R. Rao 著，李竹渝 译，

科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8
统计学：在经济和管理中的应

用(第八版)

Gerald Keller 著, 李君 冯丽君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 必读

39 Statistical Inference(2rd)
G. Casello, R.L.Berger, Thomson

Press Ltd
著作 必读

40 数学教育研究导引 江苏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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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1—3卷） 上海教育出版社 著作 必读

42
Mixed Finite Element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Daniele Boffi,

Franco Brezzi,

Michel Fortin

著作 选读

43
Spectral and High-Order

Methods with Applications

Jie Shen,

Tan Tang
著作 选读

44

Introduction to Finite and

Spectral Element Methods

Using Matlab

C. Pozrikidis 著作 选读

45
Finite Element Methods for

Maxwell Equations
P. Monk 著作 选读

46
Iterative Methods for Sparse

Linear Systems
Y. Saad 著作 选读

47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Algorithms and theory
AToselli, and O BWidlund 著作 选读

48

Discontinuous Galerkin

Methods for Solving Elliptic and

Parabolic Equations: Theory and

Implementation

Rivière B 著作 选读

49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 李荣华 著作 选读

50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 Podlubny 著作 选读

51
分布式机器学习：算法理论与

实践
刘铁岩，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2 并行计算导论 张武，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3
Approximation of Large-Scale

Dynamical Systems
Antoulas A C ,Philadelphia SIAM 著作 选读



393

54 模式识别 吴建鑫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著作 选读

55 大数据建模方法
张平文、戴文渊、黄晶、王新民、

李昊辰著
著作 选读

56
Convex Optimization

Algotithms
Dimitri P.Bertsekas 著作 选读

57 Convex Optimization Theory Dimitri P.Bertsekas 著作 选读

58 Convex Analysis R.Tyrrell Rockafellar 著作 选读

59
Numerical Optimization

(Second Edition)
Jorge Nocedal、Stephen J.Wright 著作 选读

60
Numerical Analysis

(Third Edition)
David Kincaid、Ward Cheney 著作 选读

61 数值最优化算法与理论 李董辉、童小娇、万中 著作 选读

62 Convex Optimization
Stephen Boyd、Lieven

Vandenberghe
著作 选读

63
Kernel-based Approximation

Methods using MATLAB

Gregory Fasshauer、Michael

McCourt
著作 选读

64 Variational Analysis
R.Tyrrell Rockafellar、Roger J-B

Wets
著作 选读

65
An Introduction to Banach

Space Theory
Robert E.Megginson 著作 选读

66

Reproducing Kernel Hilbert

Spaces in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Alain Berlinet、Christine

Thomas-Agnan
著作 选读

67

Convex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vex

Functions

John R Gilles

Pitman Publishing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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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医学图像配准技术与应用 吕晓琪、张宝华、杨立东 著作 选读

69 Scattered Data Approximation Holger Wendland 著作 选读

70

Convex Functions, Monotone

Operators and Differentiablility

(Second Edition)

Robert R.Phelps 著作 选读

71 Image Registration A. Ardeshir Goshtasby 著作 选读

72
Counterexamples on Uniform

Convergence

Andrei Bourchtein、Ludmila

Bourchtein
著作 选读

73
Convex Analysis in General

Vector Spaces
C Zalinescu 著作 选读

74
Neural Network Learn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artin Anthony、Peter L. Bartlett 著作 选读

75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Trevor Hastie、Robert Tibshirani、

Jerome Friedman
著作 选读

76 Noncommutative Rings
I. N. Herstein,The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68
著作 选读

77

Growth of Algebras and

Gelfand-Kirillov Dimension

(Revised Edition)

Gṻnter R.Krause, Thomas H.

Lenagan,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1999

著作 选读

78
Introduction to Lie Algebras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James E. Humphreys,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

1972

著作 选读

79 代数数论导引 张贤科 著作 选读

80 Function Field Arithmetic Dinesh S. Thakur 著作 选读

81 Algebraic geometry Robin Hartshorne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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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Signal design for good

correlation
Solomon W. Golomb, Guang Gong 著作 选读

83

Monoidal Topology

A Categorical Approach to

Order, Metric,

and Topology

D.HOFMANN/

G.J. SEAL/ W. THOLEN
著作 选读

84

A combinatorial Approach to

Matrix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CRC press 著作 选读

85

Advanced Combinatorics: the

Art of Finite and Infinite

Expansions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著作 选读

86 Algebraic Graph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著作 选读

87 组合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88

An Introduction to Dela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Life

Sciences

Springer, New York, 2011. 著作 选读

89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993. 著作 选读

90 反应扩散方程引论
叶其效/李正元/王明新/吴雅萍，科

学出版社，2011年 9月，第 2版
著作 选读

91
Dynamical Systems in

Population Biology

Xiao-Qiang Zhao，

Springer，2017年，第 2版
著作 选读

92
时滞微分方程的分支理论及应

用

魏俊杰/王洪滨/蒋卫华

科学出版社，2012 年 6 月，第 1

版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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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rgodic Theory with a View

Towards Number Theory

Thomas Ward, GTM,

Springer-Verlag, London, 2011.
著作 选读

94

Nonlinear Dynamics And

Chaos: With Applications To

Physics, Biology,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S. H. Strogatz.

Cambridge,1994
著作 选读

95
Sync: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Spontaneous Order

H. Strogatz，

Hyperion, New York, 2003
著作 选读

96
The Laplacian on a Riemannian

Manifold
S.Rosenberg 著作 选读

97
Minimal Submanifolds and

Related Topics
Xin Yuanlong 著作 选读

98
Algebraic Topology-Homotopy

and Homology
R.Switzer 著作 选读

99 Algebraic Topology A. Hatcher 著作 选读

100
Algebraic Methods in Unstable

Homotopy Theory
J. Neisendorfer 著作 选读

101 基础拓扑学 尤承业 著作 选读

102
Geometric Function Theory in

One and Higher Dimensions
Ian Graham and Gabriela Kohr 著作 选读

103 Harmonic Mappings in the Plane P. Duren 著作 选读

104 A Course in Functional Analysis John B. Conway 著作 选读

105 A Course in Operator Theory John B. Conway 著作 选读

106
C∗ −Algebras and Operator

Theory
G.J.Murphy 著作 选读

107 Analysis Now K. Pedersen 著作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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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Measure Theory Paul R. Halmos 著作 选读

109 现代分析基础 丁勇 著作 选读

110
Classical and Modern Fourier

analysis
L. Grafakos 著作 选读

111 值分布理论及其新研究 杨乐 著作 选读

112
Nevanlinna Theory and

Complex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lpo Laine 著作 选读

113
Complex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ce equations
陈宗煊 著作 选读

114 亚纯函数动力系统 郑建华 著作 选读

115
Operator Theory in Function

Spaces
Kehe Zhu 著作 选读

116
Introduction to the Foundations

of Applied Mathematics
P. Holmes/Spinger 著作 选读

117 变分学讲义 张恭庆/高教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8 现代分析基础及其应用 张福保/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19 分歧理论及其应用 代国伟, 马如云/科学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0 非线性泛函分析 袁荣/高教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1 线性与非线性泛函分析(下)
Ciarlet 著, 秦铁虎译/高教

出版社
著作 选读

122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APPLIED

MATHEMATICS

Wiley 期刊 选读

123

JOURNAL DE

MATHEMATIQUES PURES

ETAPPLIQUEE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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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NALYSIS & PDE Mathematical Sciences Publishers 期刊 选读

125 ANNALES HENRI POINCARE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26

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27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28
JOURNAL OF FUNCTIONAL

ANALYSI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29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30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31 ACTANU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32

APPLIED AND

COMPUTATIONAL

HARMONIC

ANALYSIS

Academic Press Inc. 期刊 选读

133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Press of Boston, Inc. 期刊 选读

134

CSIAM TRANSACTIONS ON

APPLIED MATHEMATICS

CSIAM 应用数学会刊（英文）

Global-Science Press 期刊 选读

135 INVERSE PROBLEMS IOP Publishing Ltd.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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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计算数学（英文版）

Inst. of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Eng. Computing
期刊 选读

137
JOURNAL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38

MATHEMATICAL MODELS

& METHODS INAPPLIED

SCIENC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期刊 选读

139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期刊 选读

140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期刊 选读

141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FORMS 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期刊 选读

142
NUMERISCHE

MATHEMATIK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期刊 选读

143
SIAM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44

SIAM JOURNAL ON

CONTROLAND

OPTIMIZATIO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45
SIAM JOURNAL ON

IMAGING SCIENCES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46

SIAM JOURNAL ON MATRIX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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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SIAM JOURNAL ON

NUMERICALANALYSIS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48
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49
SIAM JOURNAL ON

SCIENTIFIC COMPUTING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50 SIAM REVIEW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51

ACTAMATHEMATICAE

APPLICATAE

SINICA-ENGLISH SERIES

应用数学学报（英文版）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期刊 选读

152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cademic Press Inc. 期刊 选读

153

ADVANCES I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54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OPTIMIZATION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55
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56
BIT NUMERICAL

MATHEMATICS
Springer Netherlands 期刊 选读

157 CALCOLO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期刊 选读

158

COMPUTATIONAL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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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EASTASIAN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60

ESAIM-CONTROL

OPTIMISATION AND

CALCULUS OF

VARIATIONS

EDP Sciences 期刊 选读

161
FINITE ELEMENTS IN

ANALYSIS AND DESIG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2
IMA JOURNAL OFAPPLIED

MATHE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63
IMA JOURNAL OF

NUMERICAL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64

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65
JOURNAL OF GLOBAL

OPTIMIZATION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66
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67

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APPLICATIONS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68 NONLINEARITY IOP Publishing Ltd. 期刊 选读

169 NUMERICALALGORITHMS Springer US 期刊 选读

170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WITH

APPLICATIONS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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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NUMERICAL

MATHEMATICS-THEORY

METHODSAND

APPLICATIONS

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英文

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72 OPTIMIZATION LETTER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期刊 选读

173
STUDI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期刊 选读

174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ATIONAL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175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76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期刊 选读

177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Academic Press Inc. 期刊 选读

178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Microtome Publishing 期刊 选读

179
MULTISCALE MODELING &

SIMULATIO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80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Elsevier Inc. 期刊 选读

181

ARCHIVE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Springer Netherland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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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CHAO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期刊 选读

183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期刊 选读

184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

中国运筹学会会刊（英文）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85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86
SIAM JOURNAL ON

COMPUTING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Publications
期刊 选读

187 数学学报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88
ALGEBRA COLLOQUIUM

代数集刊（英文）
World Scientific 期刊 选读

189
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0 数学进展 中国数学会 11-2312/O1 期刊 选读

191 RAMANUJAN JOURNAL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92
JOURNAL OF NUMBER

THEORY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3 JOURNAL OF ALGEBRA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4 DISCRETE MATHEMAT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5 数学理论与应用 湖南省数学学会 期刊 选读



404

196 Algebera Universali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97 Fuzzy Sets and System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8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99 Linear and Multilinear Algebra Taylor & Francis 期刊 选读

200 Discrete Appied Mathemat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201 Discrete Mathematic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202 Graphs and Combinatoric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203 Journal of Graph Theory John Wiley & Sons Inc. 期刊 选读

204 Geometry ＆ Topology Springer 期刊 选读

205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 International Press 期刊 选读

206 Journal of Topology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期刊 选读

207 Top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s Elsevier 期刊 选读

208
An inteoduction to

Riemann-Finsler geometry

D. Bao, S.-S. Chern, Z. Shen,

Springer
期刊 选读

209 统计研究 国家统计局 期刊 选读

210 Biometrics Wiley Online Library 期刊 选读

211 Biostatistics Oxford Academic 期刊 选读

212 Nature methods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 选读

213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Project Eculid 期刊 选读

214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Springer Online Journals 期刊 选读

http://www.tandf.co.uk/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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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Springer Online Journals 期刊 选读

216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Behavior
Springer Online Journals 期刊 选读

217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Springer Online Journals 期刊 选读

2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for Mathematical

Learning

Springer Online Journals 期刊 选读

219 数学教育学报 天津师大 期刊 选读

220 数学通报 北京师大 期刊 选读

221 数学教学 华东师大 期刊 选读

222
Nonlinear Analysis: Real World

Applications
Elsevier 期刊 必读

223 Nonlinear Analysis Elsevier 期刊 必读

224
European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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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级学科中文名称： 物理学

一级学科英文名称： Physics

一级学科代码： 0702

培养单位名称：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量子物质研究院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生物光子学研究院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填表日期： 2021 年 7 月 10日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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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有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凝聚态物

理和光学五个二级学科，其中光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物理与电信

工程学院的学术研究生招生范围覆盖上述五个二级学科。华南先

进光电子研究院的研究生招生范围包括凝聚态物理和光学，信息

光电子科技学院和生物光子学研究院研究生招生范围为光学。

物理学科拥有优秀的科研平台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包括

10 个国家级、部省级教学科研人才平台，5 个校际间国际联合

实验室；拥有包括 1名中科院院士、1 名发达国家院士和 18 名

国家级人才在内的专任教师 118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 3 个和广

东省创新科研团队 4 个。

二、培养方向

1.理论物理（Theoretical Physics）

包含软物质物理、量子多体物理、非平衡态物理、量子模拟

与量子信息理论、引力与黑洞物理等方向。

2.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Particle Physics and Nuclear Physics）

包含重离子碰撞物理、强子物理、粒子物理唯象学、粒子物

理与核物理实验等方向。

3.原子与分子物理（Atomic and Molecular Physics）

包含量子计算与量子模拟、量子网络、冷原子物理实验、量

子精密测量等方向。

4.凝聚态物理（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包含凝聚态理论、自旋电子学、纳米材料的理论计算、拓扑

物理、功能材料与器件物理、清洁能源材料与器件物理、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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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电介质与多铁性物理等方向。

5.光学（Optics）

包含微纳光子学、生物光子学、激光光谱学、激光医学、光

通信与光传感、非线性传输光子学、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及应用、

光电技术与系统、成像技术与信息处理等方向。

三、培养目标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高尚的道

德情操，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有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

2.通过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使学生达

到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宽的知识面，较为系统地掌握本

学科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技术和方法，能够解决科学研究或实

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能够较为独立地设计并开展研究，并进行

基本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并形成结论。

3.依托国际化合作平台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

流，拓展国际化视野，比较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进行外文

文献阅读和写作。

4.身心健康。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做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

为、 有品质、有修养的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学术硕士基准学制为 3 年，具体以录取当年招生目录为准。

在学制内未完成学业的，可以根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

延长在校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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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采取导师个别指导的方式，充分发挥导师组集

体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严格落实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第一责任

人作用，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践环节相结合，

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所在学科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重视和促进研究生个性的

健康发展，更多地采用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教学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过程中，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采取灵

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和方法。鼓励引进各种优质教育资

源，支持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一流大学建立联合培养、协同

育人的培养模式。鼓励出国交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和境外的一流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等。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学时

学术硕士培养实行学分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自然科学

硕士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7 学分，

必修环节 5 学分。

学术硕士课程教学每学年分春、秋两学期，原则上每学期教

学周为 16 周。1 学分的面授课程对应 16 学时的教学，课程教学

1 节计 1 学时。1学分的在线课程对应 32 学时的在线学习。

2.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学位课程）和选修课程，

其中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公共必修课 6 学分（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自然辩证法概论、学术外国语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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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课不少于 7 学分（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必修+任选

两门）；

方向必修课不少于 6 学分（任选两门）。

选修课程不少于 8 学分（任选四门或者由多选的学科基础课

/方向必修课程替代）。

必修环节 5 学分。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学分计 5 学分，不计学时。

1.学术报告（1 学分）

学术硕士应积极参加学校和所在培养单位举办的各种学术

讲座、学术报告等，由学院根据学生参加的次数对应学术报告登

记卡上的规定给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2.文献研读（1 学分）

学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经典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

期刊、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

与考核，可采用读书报告、专题研讨，学生提交研读报告等方式

进行，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3.中期考核（1 学分）

中期考核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是指以书面和

口头报告的方式，综合考察研究生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

力等情况，以判断其是否适宜继续攻读学位的阶段性考核环节。

中期考核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计 1 学分。

论文开题报告纳入中期考核。中期考核由各培养单位成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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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小组，坚持“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考核，具体实施

细则由各培养单位制定，报研究生院备案。

原则上，3 年制学术硕士的中期考核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

成。具体考核时间和研究生是否延期中期考核由各培养单位决定。

中期考核后课题发生重大变动的，重新开题。

4.科研训练（1 学分）

导师应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

学生科研实践训练。通过指导硕士生至少参与 1项课题研究，培

养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导师负责对硕士生科研能力训

练的考核，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 学分）

学术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1）结合学科研究开展学校或

学院组织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

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乡”活动等；（2）学院认定

的课程助教；（3）参加学院认可的各类创新创业比赛、学业竞赛、

学科技能大赛等。

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学术硕士应修满规定的学分，通过中期检查，至少完成一项

系统的、或者阶段性的创新或者实践科学工作，系统的完成一篇

硕士毕业论文，毕业论文通过同行评审并且论文答辩合格，经过

学院、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发放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九、学位论文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须是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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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为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论文应体现出硕士生在所

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学术成果，应能反映出硕士生已经掌握了较为

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较为系统的专门知识，具备了较为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学位论文一般用中文撰写，论文需表达准确、

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可靠、图表规范、结论可

信。

硕士学位论文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研究结果、讨论与结论等内容。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如实反映硕士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或者合作完

成的研究工作；论文应阐明选题的目的和学术意义，或对社会发

展、文化进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价值；论文作者应在了解本研究

方向国内外发展动向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工作特点，对所研究的

课题应有新的见解。

3.学术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修满本方案规定的学分，

可根据论文选题的具体内容和完成情况，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才可申请答辩。

(1)以培养单位为第一单位，除导师之外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正式发表（或录用）SCI期刊学术论文 1篇。

(2)论文核心内容申请了 PCT或国家发明专利（第 1发明人，

导师第 1发明人学生第 2发明人）。

(3)参与大型国际合作组研究，合作组提供证明并认可的主要

贡献作者论文、或国际学术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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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名前三，以硕士研究生身份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或“挑战杯”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并获得国家级二等奖或广东省一等

奖及以上奖项 1项。

(5)论文核心内容解决了重要基础或技术问题但尚未公开发

表的，则由指导老师提出申请并在院学位委员会报告，由院学位

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允许答辩。

各学院制定的学位授予标准如高于本标准，以各学院的规定

为准。

4.学位授予工作

学位授予相关工作按《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华师〔2020〕14 号）的规定执行。

十、其他规定

1.主要文献、书目及刊物

在培养方案中列出反映专业类别（领域）基础理论和研究方

法以及国内外前沿动态的著作、文献及主要专业学术期刊的目录，

及相关行业标准与规范。

2.适用年级

本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从 2021 级开始执行。



414

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公共

必修课

（6学分

必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自然辩证法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Nature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不少于 7

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高等量子力学
Advanced Quantum Mechanics 3 48 1 考试

量子光学
Quantum Optics 3 48 1 考试

非线性光学

Nonlinear Optics 3 48 1/2 考试

声学原理

Fundamentals of Acoustics 3 48 1/2 考查

高等光学

Advanced Optics 3 48 1/2 考试

粒子物理基础

Particle Physics 3 48 2 考试

高等统计物理

Advanced Statistical Physics 3 48 2 考试

群论

Introduction to Group Theory 3 48 1 考试

凝聚态物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3 48 1 考试

固体理论

Solid State Theory 3 48 1/2 考试

高等固体物理
Advanced Solid State Physics 3 48 1/2 考查

计算物理
Computational Physics 3 48 1/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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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必修课

（不少于 6

学分）

物理前沿进展
Frontier Progress of Physics 3 48 1/2 考查

激光光谱学
Laser Spectroscopy 3 48 1/2 考试

激光物理学
Laser Physics 3 48 1 考试

半导体物理学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s 3 48 1 考试

光波导技术
Optical Waveguide 3 48 1/2 考试

非线性光纤光学
Nonlinear Fiber Optics 3 48 2 考试

医学影像方法与技术

Medical Imaging and Technology 3 48 1/2 考查

量子场论
Quantum Field Theory 3 48 1/2 考试

近代物理实验方法（全英课程）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Modern
Physics

3 48 1 考查

高等原子与分子物理
Advanced Atomic and Molecular
Physics

3 48 1 考查

量子多体理论（全英课程）
Theory of Quantum Many-body
Systems

3 48 2 考试

信息光学
Fourier Optics 3 48 1 考查

光传输理论
Theory of Light Transmission 3 48 1 考试

纳米材料物理
Nano-Materials Physics 3 48 1/2 考查

现代铁电和铁磁学导论
Modern Physics of Ferroelectrics and
Ferromagnets

3 48 1/2 考试

现代光学成像与检测

Modern Optical Imaging & Detecting 3 48 1 考试

光学原理
Principles of Optics 3 48 1/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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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材料与器件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3 48 1/2 考试

晶体结构与缺陷
Crystallography and Crystal Defects 3 48 1/2 考查

选修

课程

（不少于

8学分）

计算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2 32 1/2 考试

量子信息学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2 32 1/2 考查

广义相对论

General Relativity 2 32 1 考试

现代量子场论核心基础及应用（全英

课程）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of
Modern Quantum Field Theory

3 48 2 考试

原子分子光谱学
Atomic and Molecular Spectroscopy 2 32 1/2 考试

凝聚态物理测试方法
Measurement Methods in Solid State
Physics

3 48 2 考查

冷原子实验技术
Cold Atom Technology 2 32 1

考查

第一性原理计算
First Principles Calculations 2 32 2

考查

非平衡输运理论
Theory of Non-equilibrium
Transportation

2 32 2
考查

规范场论
Gauge Theory 2 32 2

考查

微扰量子色动力学
Perturbative Quantum
Chromodynamics

2 32 2
考试

高能核物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High Energy Nuclear
Physics

2 32 2
考试

光电技术与系统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System 2 32 1

考查

固体结构表征
Solid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 2 32 2

考试

量子精密测量
Quantum Precision Measurement 2 32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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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不少于

8学分）

现代材料性能与检测
Properties and Measurement of Modern
Materials

2 32 2 考查

材料表面与界面
Material Surfaces and Interfaces 2 32 2 考查

材料合成与制备
Synthesis and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2 32 2 考查

电极过程动力学
Kinetics of Electrode Process 2 32 2 考查

量子算法及应用
Applied Quantum Algorithms 2 32 2 考查

量子计算与量子信息论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

2 32 2 考试

量子通信与量子密码术
Quantum Communication and
Quantum Cryptography

2 32 1 考试

电磁特异材料及应用

Electromagnetic Metamateri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2 32 2 考试

自加速光束的传输及其应用

Propa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elf-accelerated Beams

2 32 2 考试

光通信系统与技术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echniques

2 32 2 考试

导波光学与器件
Waveguiding Optics and Devices 2 32 1 考试

现代光学信息处理技术导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Op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32 1 考试

先进光学与痕量物质检测技术
Modern Optics and Trace Material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光纤通信与传感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and Sensors

2 32 1 考试

先进激光技术及其应用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32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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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不少于

8学分）

激光先进制造理论及技术
Lase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光电成像技术与系统
Photoelectric Imaging Technology and
System

2 32 1 考试

光学相位测量技术与应用
Optical Phas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32 2 考试

激光光谱技术与应用
Th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Laser Spectroscopy

2 32 2 考试

红外与微光技术
Infrared and Low Light Level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激光器件
Laser Devices 2 32 2 考试

材料测试与分析技术

Analytical Technology
for Material

2 32 1 考试

材料性能学
Introductions of Materials Properties 2 32 1 考试

材料现代加工原理及技术

The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Modern Materials Processing

2 32 2 考试

薄膜材料和薄膜技术
Thin Film Materials
and Thin Film Technology

2 32 1 考试/考查

基于 FPGA的光电子系统设计

Optoelectronics Systems Design Basic
FPGA

2 32 2 考试

纳米光子学

Nanophotonics
2 32 1 考试

遗传算法及应用

Genetic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s
2 32 2 考试

强场激光物理基础
Fundamentals of Strong-field Physics 2 32 2 考试

虚拟仪器技术及应用
Labview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32 1 考试

光纤激光器

Fiber Laser 2 32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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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不少于

8学分）

奇点光学-光学涡旋与矢量光束
Singular Optics—Optical Vortices and
Vector Beams

2 32 2 考试

电磁波时域有限差分方法
The Finite-Difference Time-Domain
Method for Electromagnetics

2 32 2 考试

人工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Deep
Learning

2 32 2 考试

光电技术与智能传感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ensors

2 32 1 考试

量子网络与信息安全

Quantum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2 32 2 考试

医学统计学
Medical Statistics 2 32 1 考查

激光技术
Laser Technology 2 32 1 考查

Labview编辑及数据采集
Labview Editing and Data Acquisition 2 32 1 考查

光声成像技术及其生物应用
Photoacoustic Imaging Technology and
Its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2 32 2 考查

中医学基础理论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2 32 1 考查

英语科研论文写作与分析
Writing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2 32 1 考查

微纳光子学
Micro and Nanophotonics 2/3 32/48 2 考查/

考试

显示技术

Display Technology
2 32 1 考试

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微纳米制造
Micro and Nano Fabrication 2 32 1 考试

现代电子显微技术
Modern Electron Microscopy 2 32 1 考试

纳米电子材料与器件
Nanomaterials and Devices 2 32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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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物理与化学
Material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1 考试

薄膜材料及技术
Thin Film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通信理论与系统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System 2 32 1 考试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2 32 2 考试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421

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必读）

1 高等量子力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专著 必读

2 固体物理学
黄昆原著，韩汝琦改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专著 必读

3 固体物理基础 阎守胜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专著 必读

4 高等统计物理学 戴显熹 专著 必读

5 量子统计物理学 杨展如 专著 必读

6 群论 韩其智，孙洪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专著 必读

7 凝聚态物理 解士杰，韩圣浩，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专著 必读

8 粒子物理学导论 肖振军，吕才典，科学出版社，2016 专著 必读

9 傅里叶光学-第 3 版 吕乃光,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 信息光学数字实验室 钟晓凡，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 信息光学原理 苏显渝 等,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2 量子光学 张智明，科学出版社，2016 专著 必读

13 激光光谱学第 3 版 (德)德姆特勒德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专著 必读

14 激光光谱技术原理与应用 陆同兴，路轶群，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 数值分析基础 关治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6 量子信息论
宋鹤山，宋天 （译），大连理工出版社，

2007
专著 必读

17 广义相对论引论 俞允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8 黑洞物理学 王永久，湖南师范大学 专著 选读



422

19
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 (第

二版)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0 当今物理学前沿问题选讲 童国平，浙江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1 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 王义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专著 选读

22 第一性原理材料计算基础 周健，梁奇锋, 科学出版社，2019 专著 选读

23
经典和量子耗散系统的随

机模拟方法
包景东，2009 专著 选读

24 相互作用的规范理论 戴元本，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5 光电检测技术（第四版） 张志伟等，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6 非线性光学－原理与进展 钱士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专著 选读

27 非线性光学
石顺祥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3
专著 选读

28 光子晶体(第 2 版) (英)乔安普勒斯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专著 选读

29 微纳光子集成 何赛灵，戴道锌，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0 纳米光子学 帕拉斯.普拉萨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1 材料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王富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专著 选读

32
Symmetry in Physics, Vols.

1 and 2

J. P. Elliott and P. G. Dawber, (London:

Macmillan) 1979
专著 选读

33
Basic Notions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Anderson PW，Menlo Park: Benjamin，

1984
专著 选读

34
Green’s Functions in

Quantum Physics

Eleftherios N. Economou,edited by

Spinger
专著 选读

35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Field Theory

M. Peskin and D. Schroeder,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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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Introduction to High

Energy Physics
D.H.Perkins, Combridge, 2000 专著 选读

37 Particle Detectors Grupen C, 1996 专著 选读

38

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al particle

physics

FERNOW RC, 539.12 FER, 1986 专著 选读

39
Radiation,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3rd ed
Knoll, 539.1.074 KNO, 2000 专著 选读

40

Techniques for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experiments. A how-to

approach. 2nd rev ed

Leo WR, 539.1 LEO, 1994 专著 选读

41
Detectors for particle

radiation. 2nd ed
Kleinknecht K, 539.1.074 KLE,1998 专著 选读

42
Radiation, detection and

measurement. 3rd ed,
Knoll, 539.1.074 KNO, 2000 专著 选读

43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in

high-energy nuclear and

particle physics

FERBEL T, 539.12 FER, 1991 专著 选读

44

Calorimetry : energy

measurements in particle

physics

Wigmans R, 539.12 WIGM, 2000 专著 选读

45
Semiconductor detector

systems
Spieler H, 2005 专著 选读

46
Particle Detection with

Drift Chambers
Blum & Rolandi, 539.1.074 BLU, 1993 专著 选读

47 Quantum optics M.O.Scully，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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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Sodikn, Numerical

Techniques in

Electromagnetics

Mathew N.O. CRC Press 专著 选读

49
Condensed Matter Field

Theory

A. Altland and B. Sim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专著 选读

50
Quantum Many-Particle

Systems

J. W. Negele and H. Orland, Perseus

Books，1998
专著 选读

51
Laser Cooling and

Trapping

Harold J. Metcalf等，Springer-Verlag，

New York，2002
专著 选读

52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in Dilute Gases

C.J. Pethicks等，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专著 选读

53 Many-particle phyics Mahan,G.D.，Plenum, 1993 专著 选读

54
The Fokker-Planck

Equation
Risken, Hannes，1996 专著 选读

55
Quantum Field Theory in a

Nutshell

A.Ze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专著 选读

56 Nonlinear optics(3th-Ed) Robert W. Boyd, Academic Press, 2008 专著 选读

57 Subwavelength Optics Yongqi Fu，Bentham Books 专著 选读

58 NATURE NATURE 期刊 选读

59 NAT COMMUN NATURE 期刊 选读

60 NATMaterials NATURE 期刊 选读

61 NAT PHOTONICS NATURE 期刊 选读

62 NAT PHYS NATURE 期刊 选读

63
LIGHT-SCIENCE &

APPLICATIONS
NATURE 期刊 选读

64 SCIENCE SCIENCE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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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SCIENCE ADVANCES SCIENCE 期刊 选读

66 REV MOD PHYS APS 期刊 选读

67 PHYS REV LETT APS 期刊 选读

68
PHYSICAL REVIEW

SERIES
APS 期刊 选读

69 APPL PHYS LETT AIP 期刊 选读

70 J APPL PHYS AIP 期刊 选读

71 PHYS TODAY AIP 期刊 选读

72 CHINESE PHYS B IOP 期刊 选读

73 CHINESE PHYS LETT IOP 期刊 选读

74 COMMUN THEOR PHYS IOP 期刊 选读

75 EUROPHYS LETT IOP 期刊 选读

76 J PHYS B-ATMOL OPT IOP 期刊 选读

77 LASER PHYS IOP 期刊 选读

78 LASER PHYS LETT IOP 期刊 选读

79 NANOTECHNOLOGY IOP 期刊 选读

80 NEW J PHYS IOP 期刊 选读

81 REP PROG PHYS IOP 期刊 选读

82 APPL PHYS EXPRESS IOP 期刊 选读

83 OPTICA OSA 期刊 选读

84 PHOTONIC RESEARCH OSA 期刊 选读

85 APPL OPTICS OSA 期刊 选读



426

86 J OPT SOC AMA OSA 期刊 选读

87 J OPT SOC AM B OSA 期刊 选读

88 OPT EXPRESS OSA 期刊 选读

89 OPT LETT OSA 期刊 选读

90 CHINESE OPT LETT OSA 期刊 选读

91 NANOSCALE RSC 期刊 选读

92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RSC 期刊 选读

93 OPT COMMU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94 OPT LASER TECHNOL Elsevier 期刊 选读

95 PHYS LETTA Elsevier 期刊 选读

96 PHYS REP Elsevier 期刊 选读

97
APPL PHYS B-LASERS

OPT
Springer 期刊 选读

98 EUR PHYS J D Springer 期刊 选读

99
QUANTUM INF

PROCESS
Springer 期刊 选读

100
QUANTUM INF

COMPUT
Rinton Press 期刊 选读

101 INT J QUANTUM INF World Scientific 期刊 选读

102 J MOD OPTIC Taylor & Francis 期刊 选读

103 物理学报 中国物理学会 期刊 选读

104 光学学报 中国光学学会 期刊 选读

105 Electronics Letters IET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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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IEEE 期刊 选读

107 IEEE Photonics Journal IEEE 期刊 选读

108
IEEE/OSA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IEEE 期刊 选读

109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Quantum

Electronics

IEEE 期刊 选读

110
IEEE Journal of Quantum

Electronics
IEEE 期刊 选读

111 Nano Letters ACS 期刊 选读

112 ACS Nano ACS 期刊 选读

113 ACS PHOTONICS ACS 期刊 选读

11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期刊 选读

115 Advanced Materials Wiley 期刊 选读

116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Wiley 期刊 选读

117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Wiley 期刊 选读

118
Introduction to

Biophotonics
Paras N. Prasad 专著 必读

119

Tissue Optics: Light

Scattering Methods and

Instruments for Medical

Diagnosis

Valeriĭ Viktorovich Tuchin，SPIE 2007 专著 必读

http://www.wiley.com/WileyCDA/WileyTitle/productCd-0471287709.html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Valeri%C4%AD+Viktorovich+Tuchin%22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Valeri%C4%AD+Viktorovich+Tuchi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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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Handbook of Optical

Biomedical Diagnostics

Valeriĭ Viktorovich Tuchin，Society of

Photo Optical 2002
专著 必读

121

Principles of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Eric C. Le Ru and Pablo G. Etchegoin 专著 必读

122

太阳电池工作原理、工艺

和系统的应用

Solar Cells: Operating

Principles, Technology and

System Applications

马丁格林著 专著 必读

123
柔性太阳能电池

Flexible Solar Cell
帕格利亚诺 译者:高扬 专著 必读

124

Semiconductor

Nanomaterials for Flexible

Technologies: From

Photovoltaics and

Electronics to Sensors and

Energy Storage

Yugang Sun

John A. Rogers
专著 必读

125
Flexible Electr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A. L. Roy Vellaisamy 专著 必读

126 经典电动力学(第三版) J. D. Jackson，高等教育出版社，影印版 专著 必读

127 高等光学 赵建林 国防工业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28 高等光学 俞宽新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29
Absorption and Scattering

of Light by Small Particles

Bohren C.F. and D.R. Huffman, John

Wiley, New
专著 必读

130 工程光学（第二版） 郁道银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专著 必读

131 光纤通信（第三版）
Gerd Keiser 著，李玉权等译，电子工

业出版社 2002
专著 必读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tbo=p&tbm=bks&q=inauthor:%22A.+L.+Roy+Vellaisam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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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信息光学 梁瑞生，吕晓旭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8 专著 必读

133 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 安毓英等 科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34 现代光学基础 钟锡华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35 量子力学教程 曾谨言 科学出版社,2003 专著 必读

136 量子力学教程 周世勋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137 非主动发光平板显示技术 马群刚，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8 平板显示器技术发展 田民波，叶锋，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9
微纳米制造 Micro and

Nano manufacturing
Mark J. Jackson，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0 微纳系统与应用 姚军，汪为民,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1 现代功能材料及其应用 郭卫红，汪济奎，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2 功能材料导论
肖立新、李廷希、张文丽、 黄伯云 中

南大学出版
专著 选读

143 功能材料及其应用 张骥华，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4
功能材料概论:性能、制备

与应用
邓少生，纪松，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5 Organic photovoltaics C. Brabel, V. Dyakonov, U.Scherf, Wiley 专著 选读

146 半导体器件物理 施敏，伍国珏，耿莉， 张瑞智，第三版 专著 必读

147
电化学超级电容器:科学

原理及技术应用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8

能源材料及其应用技术:

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

及温差电池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9 胶体与界面化学 沈钟，王果庭，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8%80%BF%E8%8E%8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C%A0%E7%91%9E%E6%99%B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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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微流控分析芯片 方肇伦，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1 电介质物理学 殷之文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2 材料结构表征与应用 吴刚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3 薄膜物理与器件 肖定全 国防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4
Physics of Ferroelectric：A

Modern Perspective

Karin M. Rabe；Charles H. Ahn；

Jean-Marc Triscone
专著 必读

155 凝聚态物理学 冯端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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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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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一级学科是国家 211 工程和广东省高水平

大学重点建设学科，并进入 ESI 全球前 3.529‰，涵盖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5 个二级学科，

拥有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包括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新能源材料化学与物理等

7 个学科方向)和博士后流动站、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材

料化学与物理等硕士学位授权点。

化学学科拥有国家工程中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各类教学科

研平台 20 多个。师资力量雄厚，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77%，高

级职称人员占 72%，博士生导师 31 人。近五年，16 位国家与省部

级人才计划入选者组成 120 多人的师资队伍，主持国建、省部级等

项目 400 多项，在 JACS、Angew Chem 等国际化学类重要期刊上发

表论文 600 多篇，实现多项成果产业化应用。

化学学科已形成化学与化工、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等多

学科交叉渗透辐射的学科优势，凝练形成电化学、分析化学、合成

化学、催化化学、理论化学五个学科方向。

二、培养方向

1.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

培养在无机化学学科（包括配位化学、手性材料化学、杂化材

料化学、纳米材料化学、生物无机化学、能源无机化学、环境无机

化学等）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2.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

培养在有机化学学科（包括有机合成、不对称催化与手性药物

合成、有机材料、有机分析、精细化学品、中药现代化和天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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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超分子化学与分子机器的设计合成、药物化学、中药化学、

药物分析等）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业

人才。

3.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培养在物理化学学科（包括电化学、计算化学、量子化学、功

能材料物理化学、胶体与界面化学、晶体结构化学、纳米化学等）

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4.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培养在分析化学学科（包括现代分离分析、生化分析、环境分

析及药物分析等）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对相关研究方向深入了

解，能够独立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

业人才。

5.高分子化学与物理(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培养在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科（包括功能高分子材料、高分子

光化学、有机/高分子光电响应功能材料、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超分子化学、高分子结构与性能关系、高分子计算机模拟等）从事

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

三、培养目标

通过培养，使本学科硕士研究生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高

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胜任化学及相关领域教学和科

学研究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培养目标如下：

1.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职业素养。

2.掌握本领域内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知识

和实验技能，具有撰写科技论文和专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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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能够熟练查阅英文文献和资料。

4.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四、学制和在校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若因客观原因不能按时完成学

业者，可依据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申请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延期申请由本人提出，经导师和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后报研究生院批

准。硕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原则上不超过 6 年。

五、培养方式

学术硕士培养采取导师个别指导的方式，充分发挥导师组集体

指导和团队培养的优势，通过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实

践环节相结合，同时加强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相结合，利用科

教融合的育人作用，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所在学科的理论知识，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术硕士培养过程中，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采取灵活

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和方法，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科研院所、

一流大学建立联合培养、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1.学分学时

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7学分，必

修环节 5学分。

公共必修课 6学分（三门）；

学科基础课 7学分（三门）；

方向必修课 6学分（任选两门）。

选修课程 8学分（任选四门）。

必修环节 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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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要求

毕业

总学

分

课程

总学

分

学位课程

非学

位课

程

必修环节

公共

必修课

学科

基础课

方向

必修课

选修

课程

学术

报告

文献

研读

中期

考核

科研

训练

社会

实践

与创

新实

践

32 27 6 7 6 8 1 1 1 1 1

2.课程设置

学术硕士课程按性质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

包括公共必修课、学科基础课、方向必修课三类。

硕士生课程加强政治引领，拓宽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学科基

础课结合学科前沿和研究方向开设课程。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程融

入思政元素，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培育民族情怀、弘扬科学精神、

强化职业道德规范，同时重视对经典理论构建、关键问题突破和前

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课程学习形式可采取课程

讲授、课堂讨论、学术报告、读书笔记、论文撰写等多种形式。

七、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指课程学习之外的学术报告、文献研读、中期考核、

科研训练、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等必须完成的培养环节，每项计 1

学分，总学分计 5 学分，不计学时。

1.学术报告（1学分）

硕士生应积极参加学校和所在培养单位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

鼓励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培养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给

予相应的成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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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研读（1学分）

硕士生应完成本学科和导师指定的必读书目和重要学术期刊、

文献专著的研读。导师负责对学生文献研读的指导、检查与考核，

达到规定要求者，计 1 学分。

3.中期考核（1学分）

中期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表现、课程以及必修环

节的完成情况、研究课题进展等。中期考核由各指导小组，按照培

养单位实施细则，依照“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考核，中期

考核通过者，计 1 学分。中期考核时间原则上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

成，具体考核时间由导师和专业指导组商议决定。论文开题报告纳

入中期考核。论文开题依照研究生院要求，结合专业指导组意见进

行安排。中期考核的具体安排参照各培养单位的中期考核相关文件

执行。

4.科研训练（1学分）

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强化学生科研实践训练。考核由各培

养单位安排，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5.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1学分）

硕士在学期间至少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或创新实践活动。社会实

践可多种形式开展，包括结合学科研究开展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

挂职锻炼、企（行）业实习实践、志愿者服务、支教、暑期“三下

乡”活动等。“三助”可纳入社会实践。已被录取但入学前因支教等

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不计算在内。学生也可通过参加各类创新创业

比赛、学业竞赛、学科技能大赛等获得学分。考核由各培养单位安

排，考核合格者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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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要求和标准

硕士研究生修完研究生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和必修环节，

考试成绩合格，德体合格，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者，发给毕业证书。

各培养单位依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本规定的毕业要求和

标准。

九、学位论文

1.基本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内容有

必要的理论分析，有明确的实验结果。

学位论文应体现作者在本学科已掌握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较

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研要求原始实验记录存档保存，具体格式规范按

照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文件执行。

2.学位申请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可根据论文选题的具体内

容和完成情况，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才可申请答辩。各培养

单位可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以下条件的学位申请要

求。

（1）以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或有关培养单位为第一单位，

除导师之外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在学校认定的化学类“国内核心”

及以上级别的期刊上正式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 1篇，或理工类

学科的期刊上正式发表（或录用）学术论文 2篇。

（2）如未达到以上条件，学生经导师同意申请可以送审论文。

如学位论文外审通过，经各培养单位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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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授予硕士学位。

3.学位授予工作

学位授予相关工作按《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

细则》（华师〔2020〕14 号）的规定执行。

十、其他规定

1.主要文献、书目及刊物

在培养方案中列出反映本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国内

外前沿动态的著作、文献及主要专业学术期刊的目录。

2.适用年级

本培养方案自 2021 级学术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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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2 32 1-2 考试

6
学

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Nature 1 16 1-2 考查

学术外国语
Academic Foreign Language 3 48 1-2 考试

学科

基础课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Thesis Writing and Academic Norms
1 16 1 考查

至

少
7
学

分

高等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等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等有机合成

Advanced Organic Synthesis
3 48 1

考试

分子光谱学

Molecular Spectroscopy 3 48 2 考试

先进材料化学

Chemistry of Advanced Materials 3 48 1 考试

量子化学

Quantum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等分离分析
Advanced Separation and Analysis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等仪器分析

Advanced Instrumental Analysis 3 48 1 考试

高等高分子化学

Advanced Polymer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分子凝聚态物理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of Polymers
3 48 1 考试

化学动力学
Chemical Kinetics 3 48 1 考试

化学生物学
Chemical Biology 3 48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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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必修课

纳米化学
Nano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至少
6

学分

配位化学
Coordination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
Chemistry English 3 48 1 考试

天然产物化学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有机结构分析
Organic Structure Analysis 3 48 2 考试

物理化学实验方法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hysical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物理化学进展
Progresses in Physical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材料物理与化学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Materials 3 48 1 考试

电极过程动力学
Kinetics of Electrode Process 3 48 1 考试

胶体与界面化学
Colloid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高等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功能材料

Functional Materials 3 48 1 考查

计算机化学
Computer Chemistry 3 48 1 考查

电分析化学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1 考查

新型分离材料
New Separation Materials 3 48 1 考查

高分子结构与性能的现代测试技术
Modern Instrumental Technique for
Polymer

3 48 1 考试

高聚物成型加工原理

Principle of Polymer Processing 3 48 1 考试

高分子合成新技术

New Technologies for Polymer

Synthesis
3 48 1 考试

液晶材料物理与化学
Liquid Crystal Materials Physics and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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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表面与界面
Material Surface and Interface 3 48 1 考试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Modern Analytical Techniques 3 48 2 考查

无机纳米材料及其生物学应用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and Its
Biological Application

3 48 2 考查

光学探针及其生物学应用
Optical Probe and Its Biological
Application

3 48 1 考查

高等环境化学
Advance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3 48 1 考试

定量构效关系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Quantitativ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3 48 1 考试

选修

课程

稀土化学
Rare Earth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至

少
8
学

分

生物无机化学
Bioinorganic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无机化学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In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手性色谱技术
Chiral Chromatography Techniques 2 32 2 考查

金属有机化学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有机化学专论
Introduction to Organic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现代有机合成技术实验
Modern Organic Synthesis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现代药物合成反应
Modern Organic Reaction for Drug
Synthesis

2 32 1 考查

生物有机化学
Bioorganic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应用电化学
Applied Electrochemistry 2 32 1 考查

化学电源
Chemical Power Sources 2 32 2 考查

群论与量子力学
Group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Quantum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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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程

分子设计学
Molecular Design 2 32 1 考查

纳米技术
Nano Technology 2 32 1 考查

晶体结构原理
Crystal Structure Principle 2 32 1 考查

分析化学进展
Progress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分子识别与传感
Molecular Recognition and Sensing 2 32 1 考查

药物分析
Drug Analysis 2 32 1 考查

质谱分析
Mass Spectrometry 2 32 2 考查

生物分析化学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天然高分子
Natural Polymer 2 32 1 考查

超分子化学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高分子材料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ier of Polymer Materials 2 32 1 考查

功能高分子
Functional Polymer 2 32 1 考查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Polymer Composites 2 32 1 考试

聚合物光化学
Polymer Photochemistry 2 32 1 考查

液晶光电与应用
Liquid Crystal Opto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

2 32 1 考试

微纳米制造
Micro and Nano Fabrication 2 32 1 考试

现代电子显微技术
Modern Electron Microscopy 2 32 1 考试

光电材料与器件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2 32 2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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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传感技术
Nano Biosensors 2 32 1 考查

纳米医学基础和应用
Basic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Nanomedicine

2 32 2 考查

医学影像探针
Medical Imaging Probe 2 32 2 考查

高等生物化学

Advanced Biochemistry
2 32 2 考查

实验室安全
Lab Safety 1 16 1 考查

文献检索

Information Search
1 16 1 考查

数据挖掘与实验设计
Data Mining and Design of Experiment 2 32 1 考查

高级氧化技术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
2 32 1 考查

光谱技术
Spectroscopic Technology 2 32 1 考查

环境水化学
Aquatic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大气污染化学
Air Pollution Chemistry

2 32 1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search Report 1 / / 考查

至

少
5
学

分

文献研读
Literature Study 1 / / 考查

中期考核
Interim Evaluation 1 / / 考查

科研训练
Research Training 1 / / 考查

社会实践与创新实践
Soci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Innovation

1 /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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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必读/选读书目及刊物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或出版社
文献

类别

备注

（选读 /必读）

1 手性药物研究与评价
尤启冬、林国强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 天然产物及药物分离材料 张裕卿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 膜分离技术基础 王湛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 药物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 李校堃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 电化学方法原理和应用
Bard A.J.、Faulkner L.R.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 金属有机化学原理及应用
宋礼成、王佰全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 纳米材料化学
[美国]K.J.克莱邦德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
纳米材料的制备与应用技

术
李群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9
生物无机化学导论（第三

版）

计亮年、毛宗万、黄锦汪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 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 徐如人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 无机化学新兴领域导论 项斯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F. Albert Cotton, Geoffrey,
Wilkinsion, Carlos A. Murillo,
Manfred Bochmann

John. Wiley

专著 选读

http://www.jd.com/writer/李校堃_1.html
http://www.jd.com/publish/化学工业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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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高等无机化学 陈慧兰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4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
杨定乔、龙玉华、王升富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5 天然产物化学 徐任生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6 高等有机化学
杨定乔、汪朝阳、龙玉华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7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Michael B. Smith等

Jerry March
专著 选读

18
SPSS for Windows 统计分

析
卢纹岱 电子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9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许新泉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20 量子化学计算方法与应用 林梦海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1 计算化学实验
胡红智、马思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2 波谱分析法（第二版）
于世林、李寅蔚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3 药物合成反应 (第四版) 闻韧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4 生物有机化学
古练权、马林 高等教育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25 应用电化学（第二版） 杨绮琴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6 化学电源 程新群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http://www.amazon.cn/%E5%8C%96%E5%AD%A6%E7%94%B5%E6%BA%90/dp/B001ET5MS6/ref=sr_1_1/480-8556115-0071725?ie=UTF8&qid=1394786110&sr=8-1&keywords=%E5%8C%96%E5%AD%A6%E7%94%B5%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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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材料物理化学 张志杰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8 胶体与界面化学
沈钟、赵振国、王果庭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29
Electrochemical Method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J．Bard等 Wiley and Sons. 专著 选读

30 电极动力学导论 查全性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1 电化学方法 田昭武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2 分子对称性群
高松、陈志达、黎乐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3
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

（第六版）

朗道、栗弗席兹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4 群论在化学中的应用

F.A.Cotton（著）、刘春万、

游效曾、赖伍江（译）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5
量子化学——基本原理和

从头计算法（第二版）

徐光宪、黎乐民、王德民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6 分子设计导论
俞庆森、朱龙观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37 现代药物设计学
张万年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38 Material Studio 教程 创腾公司 电子版材料
使用

说明
选读

39 Material Studio 上机指南 创腾公司 电子版材料
使用

说明
选读

40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许新泉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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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量子化学计算方法与应用 林梦海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2 计算化学实验
胡红智、马思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3 电池手册(原著第三版) 林登等 美国 专著 选读

44
化学电源：原理、技术和应

用
陈军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5 X射线分析原理与应用
刘粤惠、刘平安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6
拉曼光谱学与低维纳米半

导体
张树霖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7 电子显微分析 章晓中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8 纳米材料分析 黄慧忠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49 仪器分析 赵藻藩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0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丁明玉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1 化学分离原理与技术 胡小玲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2
电化学方法原理和应用第

二版

巴德（Bard A.J.）、福克纳

（Faulkner L.R.）（著）、邵

元华等（译） 化学工业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53 电分析化学导论 高小霞等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4 电化学原理和方法 张祖训、汪尔康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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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张学记等（编）、张书圣等（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6 Analytical Electrochemistry oseph Wang Wiley-VCH 专著 选读

57 新型分离技术 陈欢林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8 分子印迹技术 刘朝奇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59
Molecular Imprinting
Technology for Sensing and
Separation in Food Safety

Ashutosh Tiwari & Lokman
Uzun

John Wiley & Sons, Inc.

专著 选读

60 21世纪的分析化学第二版 汪尔康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1
纳米生物传感：原理、发展

与应用
鞠熀先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2 超分子化学：概念和展望

莱恩（Lehn J.-M.）、沈兴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3 电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张学记（著）、张书圣（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4 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姚守拙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5
大环化学：主-客体化合物

和超分子
罗勤慧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6 药物分析第 8版 杭太俊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7 质谱分析法 季欧 原子能出版社. 专著 选读

68 Modern Mass Spectrometry
Christoph A. Schalley

Springer
专著 选读

69
Miniaturization and Mass
Spectrometry

Se′ verine Le Gac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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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Imaging Mass Spectrometry Mitsutoshi Setou Springer 专著 选读

71 生物分析化学 鞠熀先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2 高分子光化学
李善君、纪才圭等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3
Modern Molecular
Photochemistry

N.J. Turro,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

专著 选读

74
Catalytic Polymerization of
Olefins

T. Keii Elsevier 专著 选读

75 配位聚合 林尚安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6 高分子物理
刘凤歧、汤心颐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7 水溶性聚合物 严瑞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78
Water-Soluble Synthetic
Polymers: Properties and
Behavior

P. Molynenx 专著 选读

79 高技术新材料要览 曾汉民 中国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0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宋焕成、赵付熙

国防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1 Polymer-Polymer Miscibility O. Olabisi Academic Press 专著 选读

82
Polymer Engineering
Composites

M. Richardson

Applied Science Publishers
专著 选读

83 Polymer Blends D. Paul Academic Press 专著 选读

84 功能高分子 陈义镛 上海科技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5 Handbook of Thermoplastics O. Olabisi Marcel Dekker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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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聚合物共混改性
吴培熙等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87 定向聚合 王乃昌等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8 微流控分析芯片 方肇伦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89 微纳米制造 Mark J. Jackson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90 微纳系统与应用 姚军、汪为民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0 现代功能材料及其应用
郭卫红、汪济奎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
专著 选读

101 功能材料及其应用 张骥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2 Organic photovoltaics
C. Brabel, V. Dyakonov,

U. Scherf Wiley
专著 选读

103 半导体器件物理
施敏、伍国珏 、耿莉、张瑞

智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4 微电子学概论 张兴、黄如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5 高分子化学（增强版） 潘祖仁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6 高分子物理近代研究方法 张俐娜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7 材料表面与界面
胡福增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108 功能高分子材料（第 2版） 马建标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09 液晶化学 高锦鸿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0
电化学超级电容器: 科学原

理及技术应用

（加）康维（Conway,B.E.）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1
新能源材料及其应用技术:
锂离子电池、太阳能电池及

温差电池

李建保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C%A0%E9%AA%A5%E5%8D%8E&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8%80%BF%E8%8E%89&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C%A0%E7%91%9E%E6%99%BA&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ie=UTF8&field-author=%E5%BC%A0%E7%91%9E%E6%99%BA&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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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经典电动力学(第三

版,2001)
J. D. Jackson 高等教育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113
瞬变电磁场——理论和计

算

王长清、祝西里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4 半导体器件物理基础 曾树荣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5
Solar Cells: Operating
Principles, Technology and
System Applications

Martin A. Green Prentice Hall 专著 选读

116 Flexible Solar Cell
帕格利亚诺（著）、高扬（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17

Semiconductor
Nanomaterials for Flexible
Technologies: From
Photovoltaics and
Electronics to Sensors and
Energy Storage

Yugang Sun William Andrew 专著 选读

118
Flexible Electronics and
Optoelectronics

A. L. Roy Vellaisamy 专著 选读

119
“Absorption and Scattering
of Light by Small Particles”

Bohren C.F, John Wiley 专著 选读

120
Principles of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Eric C. Le Ru and Pablo G

Etchegoin
专著 选读

121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

S. M. Sze John Wiley 专著 选读

122
CMOS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s: Analysis and
Design

Sung-Mo Kang and Yusuf
Leblebici Mc Graw Hill.

专著 选读

123 生物医学光子学（第二版）
徐可欣、高峰、赵会娟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4 高级生物化学
李关荣、王贵学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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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现代微生物生物技术 周世宁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6
制备色谱技术在天然产物

分离中的应用

Hostettmann K、Marston A,
Hostettmann M（编），赵维民、

张天佑（译）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7 微生物药物学 陈代杰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8 Biochemistry 赵宝昌、燕秋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29 环境计算化学与毒理学
陈景文、王中钰、傅志强，

科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0
定量构效关系及研究方

法

王鹏，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

社
专著 选读

131
难降解废水高级氧化技

术
全学军，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2
环境工程中的高级氧化

技术
孙德智，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3 水化学（第二版）
王凯雄、朱优峰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4
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

作

王细荣、丁洁、苏丽丽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5 环境化学 戴树桂，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6 分析化学（仪器分析部分） 曾泳淮，高等教育出版社 专著 选读

137

Nature, Nat.Chem, Nat.
Catal,Nat.Commun,
Nat.Energy, Nat. Mater, Nat.
Med, Nat. Nanotechnol, Nat.
Photonics等

Nature系列期刊 期刊 选读

138 Science, Sci.Adv等 Science 系列期刊 期刊 选读

139 Chem, Matter等 Cell系列期刊 期刊 选读

140 Chem. Rev. ACS 期刊 选读

141 Acc. Chem. Res. ACS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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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J. Am. Chem. Soc. ACS 期刊 选读

143 ACS Nano ACS 期刊 选读

144 ACS Catal. ACS 期刊 选读

145 Cryst. Growth Des. ACS 期刊 选读

146 Anal. Chem. ACS 期刊 选读

147 Inorg. Chem. ACS 期刊 选读

148 Langmuir ACS 期刊 选读

149 Nano Lett. ACS 期刊 选读

150 ACS Appl. Mater. Inter. ACS 期刊 选读

151 Chem. Maters. ACS 期刊 选读

152 Org. Lett. ACS 期刊 选读

153 J. Org. Chem. ACS 期刊 选读

154 J. Med. Chem. ACS 期刊 选读

155 Macromolecules ACS 期刊 选读

156 J. Polym.Sci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57 Die. Makromol.Chemie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58 J. Macromol. Sci.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59 J. Appl. Polym. Sci.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0 Polymer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1 Prog. Polym. Sci.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2 J. Chromatogr. A ELSEVIER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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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Biosens. Bioelectro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4 Environ Sci. Technol.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5 Appl. Catal.L B-Enviton.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6 Electrochim. Acta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7 Adv. Drug Deliver Rev. ELSEVIER 期刊 选读

168 Chem. Soc. Revs. RSC 期刊 选读

169 Chem. Sci. RSC 期刊 选读

170 Mater Horiz RSC 期刊 选读

171 CrystEngComm RSC 期刊 选读

172 Chem. Commun. RSC 期刊 选读

173 Dalton Trans. RSC 期刊 选读

174 Green Chem. RSC 期刊 选读

175 J Mater Chem A, B, C RSC 期刊 选读

176 Adv. Mater. Wiley 期刊 选读

177 Adv. Funct. Mater Wiley 期刊 选读

178 Angew. Chem. Intern. Ed. Wiley 期刊 选读

179 Chem. Eur. J. Wiley 期刊 选读

180 ChemSusChem Wiley 期刊 选读

181 Adv. Synth. Catal Wiley 期刊 选读

182
IEEE 数据库里半导体电子

器件相关专业文献
IEEE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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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CCS Chemistry, Org Chem
Front, Inorg Chem Front, 中
国化学，中国化学快报，化

学学报，无机化学学报，有

机化学，高分子科学，物理

化学学报，分析化学等

中国化学会系列期刊 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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