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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在用本科专业目录 (本部)
说明:“在用本科专业”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专业库”系统中已有的 “专业名称”;

2.该专业有2020版培养方案。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 数学类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理学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 数学类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理学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 统计学类 071201 统计学 四年 理学

数学科学学院 理学 统计学类 071202 应用统计学 四年 理学

数学科学学院 工学 计算机类 080910T
数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术
四年 理学

物理学院 理学 物理类 070201 物理学 四年 理学

物理学院 理学 物理类 070203 核物理 四年 理学

物理学院 理学 天文学类 070401 天文学 四年 理学

物理学院 理学 大气科学类 070601 大气科学 四年 理学

物理学院 工学 核工程类 082201 核工程与核技术 四年 工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理学 化学类 070301 化学 四年 理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理学 化学类 070302 应用化学 四年 理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理学 化学类 070303T 化学生物学 四年 理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

学院
工学 材料类 080403 材料化学 四年 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1 生物科学 四年 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2 生物技术 四年 理学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4 生态学 四年 理学
城环生

科合办

生命科学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3 生物信息学 四年 工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类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类 08070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类 080714T

电 子 信 息 科 学 与

技术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续表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计算机类 080907T 智能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计算机类 080902 软件工程 四年 工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计算机类 080910T

数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术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工学 电子信息类 080710T

集成 电 路 设 计 与 集

成系统
四年 工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理学 数学类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四年 理学

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
理学 物理类 070202 应用物理学 四年 理学

工学院 工学 力学类 080101 理论与应用力学 四年 理学

工学院 工学 力学类 080102 工程力学 四年 工学

工学院 工学 材料类 080401 材料科学与工程 四年 工学

工学院 工学 航空航天类 082001 航空航天工程 四年 工学

工学院 工学
生 物 医 学

工程
082601 生物医学工程 四年 工学

工学院 工学 能源动力类 080502T
能 源 与 环 境 系 统

工程
四年 工学

工学院 工学 自动化类 080803T 机器人工程 四年 工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地理科学类 070504 地理信息科学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地 球 物 理

学类
070801 地球物理学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地 球 物 理

学类
070802 空间科学与技术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地质学类 070901 地质学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地质学类 070902 地球化学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物理类 070201

物 理 学 (地 球 物 理

方向)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物理类 070201

物 理 学 (空 间 科 学

与技术方向)
四年 理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学院
理学 化学类 070301

化 学 (地 球 化 学 方

向)
四年 理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理学 地理科学类 070502
自 然 地 理 与 资 源

环境
四年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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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城市与环境学院 理学 地理科学类 070503
人 文 地 理 与 城 乡

规划
四年 理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4 生态学 四年 理学
城环生

科合办

城市与环境学院 工学 建筑类 082802 城乡规划 五年 工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工学
环境科学与

工程类
082503 环境科学 四年 理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工学

环境科学与

工程类
082503 环境科学 四年 理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工学

环境科学与

工程类
082502 环境工程 四年 工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

学院
理学 心理学类 071101 心理学 四年 理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

学院
理学 心理学类 071102 应用心理学 四年 理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四年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类
050102 汉语言 四年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类
050105 古典文献学 四年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
中国语言文

学类
050106T 应用语言学 四年 文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1 历史学 四年 历史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2 世界史 四年 历史学

历史学系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6T
外 国 语 言 与 外 国

历史
四年

历史学

或文学

哲学系 (宗教学

系)
哲学 哲学类 010101 哲学 四年 哲学

哲学系 (宗教学

系)
哲学 哲学类 010103K 宗教学 四年 哲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3 考古学 四年 历史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3
考 古 学 (文 物 建 筑

方向)
四年 历史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4 文物与博物馆学 四年 历史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5T 文物保护技术 四年 历史学

考古文博学院 历史学 历史学类 060106T
外国 语 言 与 外 国 历

史 (考古学方向)
四年

历史学

或文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学
新 闻 传 播

学类
050301 新闻学 四年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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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学
新 闻 传 播

学类
050302 广播电视学 四年 文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文学
新 闻 传 播

学类
050303 广告学 四年 文学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2 国际政治 四年 法学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2
国 际 政 治 (国 际 政

治经济学方向)
四年 法学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2

国 际 政 治 (国 际 组

织与 国 际 公 共 政 策

方向)
四年 法学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3 外交学 四年 法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经济学类 020101
经 济 学 (国 家 发 展

方向)
四年 经济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济学类 020101 经济学 四年 经济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财政学类 020201K 财政学 四年 经济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类 020303 保险学 四年 经济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经 济 与 贸

易类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四年 经济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类 020301K 金融学 四年 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金融学类 020301K 金融学 四年 经济学

光华管理学院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20201K 工商管理 四年 管理学

光华管理学院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20202 市场营销 四年 管理学

光华管理学院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20203K 会计学 四年 管理学

法学院 法学 法学类 030101K 法学 四年 法学

信息管理系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
120102

信 息 管 理 与 信 息

系统
四年 管理学

信息管理系 管理学
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类
120501 图书馆学 四年 管理学

信息管理系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四年 管理学

政府管理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1 政治学与行政学 四年 法学

政府管理学院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120402 行政管理 四年 管理学

政府管理学院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120405 城市管理 四年 管理学

社会学系 法学 社会学类 030301 社会学 四年 法学

社会学系 法学 社会学类 030302 社会工作 四年 法学

社会学系 法学 社会学类 030303T 人类学 四年 法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1 英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2 俄语 四年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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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3 德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4 法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5 西班牙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6 阿拉伯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7 日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8 波斯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09 朝鲜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0 菲律宾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1 梵语巴利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2 印度尼西亚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3 印地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6 缅甸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18 蒙古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20 泰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21 乌尔都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50222 希伯来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23 越南语 四年 文学

外国语学院 文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50232 葡萄牙语 四年 文学

艺术学院 艺术学
艺 术 学 理

论类
130101 艺术史论 四年 艺术学

艺术学院 艺术学
艺 术 学 理

论类
130101

艺 术 史 论 (文 化 产

业管理方向)
四年 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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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院系 门类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备注

艺术学院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

学类
130305

广 播 电 视 编 导 (戏
剧影视文学方向)

四年 艺术学

元培学院 法学 政治学类 030205T
政 治 学、经 济 学 与

哲学
四年 法学

元培学院 理学 地质学类 070904T 古生物学 四年 理学

元培学院 历史学
外国语言文

学类
060106T

外 国 语 言 与 外 国

历史
四年

历史学

或文学

元培学院 理学 计算机类 080910T
数据 科 学 与 大 数 据

技术
四年 理学

元培学院 理学 生物科学类 071005T 整合科学 四年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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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2020版本科专业培养方案
修订的指导意见

(2020年3月12日)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高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水平,学校拟对我校本科专

业培养方案进行修订,特制定以下指导意见。

一、 指导思想

紧密围绕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内在规律,落实 “以
学生成长为中心”的人才培养理念,坚持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方

针,构建 “国际一流、中国特色、北大风格”的本科教育体系,实现学校 “德才均备、体

魄健全”的教育目标。

二、 修订原则

(一)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围绕学校教育目标,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未来发展,
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课程和课程体系要充分体现对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

支撑作用。
(二)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构建多样化、开放探索式培养途径,为学生提供多样

化选择空间,体现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三)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合理规划和设计课程

体系,强化课程育人功能,强化学生知识体系构建和素质能力的综合培养。

三、 修订重点

(一)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培养目标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未来发展方向,
对标国际一流专业,符合学校人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要明确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能

力和素质,要体现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要体现本专业自身特色和优

势,要明晰、准确、可考核。
(二)确定专业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

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进一步凝练专业核心课程 (一般不超

过30学分)。明确专业必修课程之间及其与其他课程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强化专业课程

体系的层次性和逻辑性,绘制课程地图,体现培养方案对学生学业的指导性。
(三)梳理选修课程。构建多样化的专业选修课程模块,自主选修课程设置力求为学

生跨学科学习提供支持。
(四)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合理提高实践课程在总学分中占比,学分比例应参考教育

部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定。改革实践教学项目,增加探究性和综合性实践项目

比例,提高实践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参加本科生科研、创新创业等自主实践项目,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成长。
(五)加强优秀学术人才培养。教育部拔尖计划2.0涵盖院系可以试点设立荣誉学士

学位制度,制定明确的荣誉学位实施细则,重点建设高阶性荣誉课程,引导学生发现志

趣、发挥潜力、自主探索和深度学习。
(六)进一步落实课程教学改革。课程设立应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学生学习预期,教

学内容应及时更新,并有效减少课程间的教学内容重复;应适当提升课程的挑战度。

四、 培养方案的框架结构和具体要求

2020版培养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专业介绍、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毕业要求、课

程体系、课程地图等。课程体系由三个课程系列组成: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选

修课程。

(一)毕业要求

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一般为140学分左右,可根据国家标准和专业特点适当增减。
各类课程的学分计算:理论课每16学时计1学分,实验课每32学时计1学分。集中

进行的实习、实践等课程,一般以1周计1学分,分散进行的满32学时计1学分。

(二)课程体系和要求

编号 课程系列类型 学分要求 课程性质 说明

1 公共基础课程 39~48 学分必修

1-1 公共必修课 27~36 学分必修

1-1-1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必修

在现有课程设置基础上,增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

具体方案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布为准。

若院系以某门与思政课内容相近的专业

必修课涵盖替代某门思政课,需向马克

思主义学院提交书面报告,经审核同意

在教务部备案后方可替代。

1-1-2 大学英语课 2~8 学分必修 不足8学分,学生可自主选修课程。

1-1-3 体育课 4 学分必修 具体方案以体教部公布为准。

1-1-4 信息科学课 3~6 学分必修
计算概论3学分,文理必修。具体方案

以信科学院公布内容为准。

1-1-5 军事理论 2 课程必修

1-2 通识教育课程 12 学分必修

分类选课。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

本院系开设的通选课不得计入学生毕业

所需的通选课学分。

1-2-1 通识教育核心课 ≥2 学分必修 至少选1门,剩余学分选通选课。

1-2-2 通选课 ≥10 学分必修 一般不建议用专业课程替代。

2 专业必修课程 ~56 课程必修
提高课程挑战性, 课堂与课后学习量为

1∶2。

2-1 专业基础课 ~20 课程必修
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

先修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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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课程系列类型 学分要求 课程性质 说明

2-2 专业核心课 <30 课程必修
为该专业最核心的理论和技能为内容的

专业必修课程。

2-3 毕业论文 (设计) ≤6 必修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2-4
其 他 非 课 程 必 修

要求
~ 必修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3 选修课程 ~40 学分必修/选修

3-1 专业选修课 ~20 学分必修/选修

可按专业或专业方向规划课程模块或项

目模块;可安排部分跨学科专业 限 选 课

(非必修课)。

3-2 自主选修课 ~20 选修
含跨 学 科 课 程 和 辅 修 专 业 学 分 可 替 代

学分。

五、 注意事项及相关问题说明

(一)强化课程体系建设

各专业需根据自己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设计合理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模块,明

确课程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支撑作用,课程体系应具有层次性,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

清晰,为学生提供课程地图。

(二)加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建设

进一步规范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的建设。明确这些基础课的主责院系,由主责

院系负责课程设计和建设,可设置课程主持人,大力构建层次化课程系列,力争提供入学

水平考试,建立减免学分制度。鼓励和支持其他院系教师加入教学团队。
专业基础课属于学校重点建设课程,可以列入学生选课的推荐课程。各学部可借鉴现

有专业基础课 (如高等数学)的建设经验,指定主责院系负责设计和建设学部范围的专业

基础课,按照专业培养目标的不同 (并非院系不同),专业基础课可分层次建设、分层次

教学。

课程系列 主责院系 主责建设的课程系列

公共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全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研室

(语言中心)
全校公共英语、公共外语课

体育教研部 全校体育课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全校公共计算机课

人民武装部 全校军事理论课

专业基础课

数学科学学院 全校数学课,如高等数学 (A/B/C/D)等

物理学院 全校物理课,如普通物理、基础物理实验等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全校化学课,如普通化学及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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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梳理课程,完善课程信息

规范学分与学时的对应,以便学生在选课时能够了解并规划自己的学习工作量;梳理

同名或相似课程名称的不同课号的课程,规范课程信息。
课程信息中应明确建议学生修读的时间 (如一上、一上下等)、填写实践总学时、相

应先修课程名称等信息,以便学生结合导师指导安排选课计划。

(四)设立荣誉学位

为进一步推动优秀学术人才培养,建立校级荣誉学位制度。学院可根据自身情况推

进,学校不做强制推行。荣誉学位和荣誉课程规则如下:

1.首先在教育部拔尖计划2.0涵盖的专业试点开展;

2.相关专业应在学校指导原则基础上,建立明确的荣誉学位实施细则,特别是荣誉课

程清单或者课程范围规则;荣誉课程要体现高阶性,除了难度以外,要考虑与研究生课程

的衔接,要考虑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培养,要体现探索性和前沿

性,避免单纯知识的延展;

3.校级荣誉学位从2020级正式实施。2020级之前入学学生如符合学校标准,经审核

可授予校级荣誉学位。

(五)设立个性化培养方案

个性化培养方案是异于一般专业培养要求的特殊培养途径,供所有适合特定条件学生

选择。院系制定是要遵循以下规则:

1.由专业论证制定个性化人培养方案,一般应明确适用学生范围;

2.院系和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通过;

3.教务部审核、公示、公布。

(六)关于跨学科项目建设问题

跨学科项目应落实主责院系 (或学部)和项目负责人,须有教务员支持。建立项目教

学指导小组,明确责任。项目必修课程落实到开课院系和教师。培养方案应列入本科教学

手册,上网公布。

(七)关于修订辅修双学位学位培养方案

院系在2020版主修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辅修/双学位专业的培养方

案。请各院系于4月15日17:00前将本院系辅修/双学位培养方案的电子版报送教务部。
注意事项如下:

1.按照辅修/双学位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 “同质要求、同质管理”的原则,辅修/
双学位课程与主修课程同一课堂授课,不单独开班。

2.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精神,辅修双学位专业

与主修专业不得在同一专业类内;且辅修双学位专业核心课程与主修专业核心课程相似度

不得过高。为此,请院系明确辅修/双学位专业招收哪些专业学生,不招生哪些专业学生,
并将信息更新在 “辅修/双学位与主修专业互斥一览表中”;同时明确辅修/双学位专业的

准入基本条件 (先修课或专业基础课程等)。

3.辅修专业的课程应包含该主修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2-2),30学分左右。

4.双学位专业的课程应是该主修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2-2)和部分专业选修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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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学分左右。

5.同一门课程在主修、辅修/双学位只能计入一次,不能重复计入。如果学生在主修

专业已经修读辅修/双学位专业的某门必修课程,院系应列出其他替代课程供学生修读完

成学分要求;

6.院系若不承认学生在其他院系选修的同名课程,需在培养方案中列出相关课程信息

清单。

(八)关于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教学计划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按其所在院系的本科生同质要求、管理,院系应根据教育部等相

关文件精神将其可以免修的政治理论等课程合理安排为 “与中国有关课程”,并在培养方

案中明确予以说明。若院系开设的 “与中国有关课程”(见课程列表)有调整,也请更新

课程信息并反馈教务部。

教务部

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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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公共基础课程安排

公共基础课程:39~48学分

1.公共必修课:27~36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至

暑期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上机”。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B 3 3 0

一下

说明:面向理科院系。院系可以根

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必修课

程。学生选 “数据结构与算法B”

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

课 “数据结构与算法上机”。

04830494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上机
0 2 32

一下

说明:面 向 理 科 院 系。学 生 选

“数据结构与算法B”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数据

结构与算法上机”。

04834471

问 题 求 解 与 程 序

设计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专

题)

3 3 0

一下

说明:面向文科院系。院系可以

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必修

课程。学生选 “问题求解与程序

设计”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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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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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的人格塑造与德行养成为主要目标。通

识课程是通识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我校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教学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通识课程学习,学生应能够:

(1)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深化对人类文明传统的理解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认识;
(2)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认识家国天下、认识宇宙自然,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并自

觉承担社会责任;
(3)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提高艺术境界,拓展国际视野;
(4)提高思考批判、交流合作与开拓创新的能力。
多年来,北京大学一直致力于推动通识教育,并率先推出了通选课。从2010年起,

北大开始打造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它凝聚了 “阅读经典、批判反思”“大班授课、小班讨

论”等基本共识,探寻更具成效的教育方式,以期助力于培养 “懂自我,懂社会,懂中

国,懂世界”的卓越人才。

二、 课程系列分类及其教学目的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
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和通选课两部分课

程。各系列课程教学目的如下:
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充分理解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解人类在思考永恒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传

统,从而拓展跨文化的全球视野,提升文明对话的意识和能力,并面向未来思考人类文明

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
系列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能够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角度深入思考我们置身其中的现代社会,了解不同

学科认识现代社会的方法,批判性地反思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走

向,建构美好的未来社会。
系列Ⅲ.艺术与人文:
接受人文精神的熏陶,促进学生对古今中外人文艺术的感知,提升审美情趣、想象力

和鉴赏力,始终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该系列课程属于美育教育课程。
系列Ⅳ.数学、自然与技术:
理解数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中某些问题的认识过程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观

察、思考、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进一步理解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



三、 修读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四、 通识教育系列课程设置, 每学期更新, 另行公布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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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生 (非英语专业)
大学英语能力培养方案

一、 培养目标

作为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倾力帮助

学生成为引领未来的人才。
(1)加强英语基础,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能力,包括通用英

语应用能力和学术英语或职业英语应用能力,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等

不同语境或领域中能够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表达、沟通、交流。
(2)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提升人文素养、学术素养或职业素养,引导学

生增强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世界眼光和民族自信,从而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
(3)鼓励探究精神和批判思维,提升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独创性、灵活性和批判

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能力和领导力。

二、 修读要求

所有非英语专业新生入学后须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A级、B级、C
级和C+级,分别对应8学分、6学分、4学分和2学分的 “公共必修课”大学英语课程

学分要求,按编入级别修读相应模块的课程。
未参加分级考试的新生,统一编入A级。编入C+级的学生,①可自愿申请免修大学

英语课程:须参加免修考试,成绩优异者免修该课程,并获2学分;②可自愿申请转入C
级修读4学分:须在分级后两周内提出书面申请。

原则上每位学生每学期修读一门大学英语课程;在入学后三年内 (含暑期学校)修完

大学英语课程学分。

三、 课程设置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分四个级别,包括基础目标课程 (A级)、提高目标课程 (B
级)、发展目标课程 (C级)和卓越目标课程 (C+级)。

基础目标课程涉及两个课程类别:通用英语课程 (AG)和跨文化交际课程 (AC);
提高目标课程涉及两个课程类别:通用英语课程 (BG)和跨文化交际课程 (BC);发展目

标课程涉及三个课程类别:通用英语课程 (CG)、跨文化交际课程 (CC)和专门用途英语

课程 (CS);卓越目标课程只涉及一门课程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英语写作)。以下是课程设

置示意。



课程级别 课程类别

基础目标课程 (A级)
通用英语课程 (AG)

跨文化交际课程 (AC)

提高目标课程 (B级)
通用英语课程 (BG)

跨文化交际课程 (BC)

发展目标课程 (C级)

通用英语课程 (CG)

跨文化交际课程 (CC)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CS)

卓越目标课程 (C+级)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英语写作

四、 修读建议

编入各级别的学生可先修通用英语课程,加强英语基础,再修读跨文化交际或专门用

途英语课程;也可根据自身的英语水平或是专业发展、职业规划的需求,选择不同语域、
技能的目标课程,或可依据自己的兴趣或是学习风格,在同一级别、同一语域或技能里选

择不同的课型。

五、 课程列表 (动态调整)

课程级别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A
G

C

03835543 英语阅读 2 2
03835552 英语听说 2 2
03835910 实用英语口语 2 2
03835940 语音与听说词汇 2 2
03835970 语调与听说语法 2 2
03835800 实用基础英语写作 2 2
03835430 英美文化与社会习俗 2 2

B G

03835551 高级英语听说 2 2
03835760 高级英语阅读 2 2
03835998 博雅英语阅读 2 2
03835900 高级英语写作 2 2
03835950 高级英语口语 2 2
03835920 影视英语听说 2 2
03835880 英美报刊选读 2 2
03835993 新闻英语视听说 2 2
03835230 实用英语词汇学 2 2
03835960 英文文体风格鉴赏 2 2
03835982 英语词汇的意义与用法 2 2
03835890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2 2
03835984 英语创意表述-TED演讲视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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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级别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B C

03835790 英美戏剧概况 2 2
03835260 英语名著与电影 2 2
03835460 英美戏剧和电影 2 2
03835660 影视中的英美文化 2 2
03835270 英语词汇与英美文化 2 2
03835850 希腊罗马神话赏析 2 2
03835840 英美短篇小说赏析 2 2
03835980 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 2 2
03835400 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 2 2
03835420 美国二十世纪小说选读 2 2
03835620 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与文化 2 2
03835390 文艺复兴艺术作品与圣经故事 2 2
03835640 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影视专题 2 2
03835680 当代英美纪录片中的中国文化和社会 2 2

C

G

03835360 英汉口译 2 2
03835130 学术英语听说 2 2
03835995 学术英语阅读 2 2
03835544 学术英语写作 2 2
03835860 英语公众演讲 2 2
03835740 分析性英语写作 2 2
03835700 计算机辅助翻译与应用性写作 2 2

C

03835992 美国政治制度 2 2
03835100 西方人文英语 2 2
03835830 西方文化选读 2 2
03835470 美国诗歌导读 2 2
03835991 当代美国小说 2 2
03835520 英美文学概况 2 2
03835720 澳大利亚研究 2 2
03835330 英国传统诗歌精华 2 2
03835710 语言、文化与交际 2 2
03835997 语言、技术与社会 2 2
03835750 英汉名作名译研读 2 2
03835200 西方学术精华概论 2 2
03835500 新西兰历史与文化 2 2
03835630 加拿大历史与文化 2 2
03835510 希腊与希伯来哲学 2 2
03835340 莎士比亚名篇赏析 2 2
03835983 世界英语与英语世界 2 2
03835990 英美经典散文节选阅读 2 2
03835530 美国重要历史文献选读 2 2
03835994 经典英美诗歌翻译与鉴赏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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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级别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C

C

03835870 西方古典学英文文献阅读 2 2
03835987 英美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与鉴赏 2 2
03835930 英语语境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2 2
03835650 北京和上海:中国历史上的双城记 2 2
03835440 美国政治演说中的历史文化评析 2 2

03835670
英语非虚构作品中的近当代中国社会与

文化
2 2

03838985
英语散文选读:16世纪至19世纪浪漫主

义时期
2 2

03835986
英语散文选读: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至

20世纪
2 2

03835988 文化人类学概论 2 2

S

03835610 法律英语 2 2
03835690 商务英语 2 2
03835410 职场英语 2 2
03835110 科技前沿英语 2 2
03835770 商务沟通与表达 2 2

C+ G 03835780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英语写作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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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一、 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立德成人的关键课程,旨在帮助大学生掌握观察时代、引领时代的

理论武器,提升法律素养和道德修养,汲取历史智慧,领悟思想魅力,养成理论思考习

惯,不断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相统一,成长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 修读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全校必修课程,共16学分,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6门理论课程和思想政治实践1
门实践课程。

三、 课程设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2学时/周,要求在大一任一学期选修。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学分,2学时/周,要求在大一任一学期选修。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2学分,2学时/周,要求在大一任一学

期选修。

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3学时/周,要求在大二任一学期选修。

5.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3学时/周,要求在大二任

一学期选修。

6.形势与政策2学分,要求在大一秋季学期选课,课程从大一秋季学期开始至大三春

季学期结束,持续6个学期。其中,大一秋季学期为班级教学,包含1学分16学时的教

学内容,大一至大三的6个学期内学生需选修4次讲座。

7.思想政治实践2学分,分为上、下两门课程 (各1学分),要求学生在入学后两年

半内选修并完成。
思想政治实践 (上)秋季学期开课,包含 “爱乐传习”和 “志愿服务”两个模块,学

生可任选其一。其中,“爱乐传习”模块内容为参与所在院系组织的 “一二·九”合唱排

练与集体展示,总学时不得少于32学时,按照实际参与排练的时间确认学时,其中排练

学习时间24学时,展示环节8学时。期末考核时需要提交主题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音乐育人的论文或者在进行 “爱乐传习”模块学习过程中的收获、感受与思考等文字材

料。“志愿服务”模块由理论课程、志愿服务活动与期末小组展示三部分组成。理论课程

在开课学期进行,每次课程2学时,学生须参加2次理论课程。“志愿服务”模块要求学

生须在选课学年参加校内外志愿服务活动,总时长不少于16小时且不少于4次 (连续4



天参加一项活动,总时长达到16小时亦可)。另外,选课学生须提交2篇400字以上的个

人感想。结课前须提交不少于2000字的综合性论文,并参与由各院系组织实施的主题总

结展示。
思想政治实践 (下)春季学期开课,包括 “社会实践”模块。其中,理论课程在学期

中进行,共2次,4学时。实践活动于暑假进行,选课学生须参加所在院系工作组组织的

社会实践活动。

四、 学业评价方式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考核与成绩评定按照 《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和

《北京大学本科考试工作与学习纪律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2.请严格按照选课时间选课。因病假、事假、外出实习等原因不能参加期末考试,必

须按照 《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办理请假缓考手续。被批准

缓考的学生应当重新选课并参加相应课程的期末考试。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五门课

程成绩由 “平时成绩 (考勤与课堂参与)+期中作业+期末考试”构成。

4.形势与政策持续3年6学期,在教师、助教的指导下学习并及时提交作业,该课程

由 “考勤+4次讲座观后感”构成,以 “合格/不合格”记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在大三春

季学期 (即第6个学期)期末显示,前5个学期以IP (inprogress“考核中”)记录。

5.思想政治实践分为上、下两门课程 (各1学分)。
思想政治实践 (上)包括 “爱乐传习”和 “志愿服务”两个课程模块,学生可任选其

一。其中,“爱乐传习”的成绩由 “参与 ‘一二·九’合唱排练与集体展示+课程作业”
构成;“志愿服务”的成绩由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和理论课+期末小组展示+课程作业”
构成。思想政治实践 (上)以 “合格/不合格”记考核结果。

思想政治实践 (下)包括 “社会实践”模块,其成绩由 “实践方案评估 (10%)+课

堂出勤、参与情况 (20%)+任课教师评分 (10%)+团队评议 (15%)+个人实践总结

(15%)+团队总结展示得分 (30%)”构成。思想政治实践 (下)以百分制记考核结果。
在未完成上述两门课程的要求之前均以IP (inprogress“考核中”)记录。

五、 附则

1.本办法自2020级本科生开始实行。2019年 (含)之前入学的学生沿用旧的教学管

理办法,详见后面补充说明。

2.本办法经学校教务部批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团委负责解释上述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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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公共计算机课培养方案的修订建议

(征求意见稿)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20年4月

一、 基本要求

根据教务部的要求,公共计算机课理科院系3~6学分,文科院系3~6学分,拟开设

如下课程

1.计算概论 (含原文科计算机基础)3学分,文理必修。

2.数据结构与算法3学分,院系可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必修课程。

3.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3学分,院系可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必修课程。

二、 开课方案

根据教务部2020版培养方案修订的精神,公共计算机课从2020级开始由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统一安排 (参考公共英语和公共数学的相关课程),同一课程面向所有院系都在同

一时间开设,学生自由选择一个班上课,请各院系安排课表时避开上述时间。
基本原则:从2020年秋季开始,同一课程将统一课程大纲、统一考试内容和考试时

间 (根据机房容量,上机考试可能要分批进行)。
具体开课计划如下:

1.计算概论系列课程 (均为大一上学期):

• 计算概论A (实验班):面向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元培学院相关专业 (计算机类和

电子信息类)有较好编程基础,并通过上机考试筛选的同学。(4学时+2学时上机)

• 计算概论A:面向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元培学院相关专业 (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

类)(采用编程语言:C/C++)。(4学时+2学时上机)

• 计算概论B:面向理科院系相关专业,拟针对不同编程语言开设不同类型的平行

班 (包括C/C++、Python等)。(3学时+2学时上机)

• 计算概论C (原文科计算机基础):面向文科院系相关专业 (采用编程语言:Py-
thon)。(3学时+2学时上机)

• 基本原则:各院系相关专业培养方案中按该专业的最低要求选择相应的课程级别,
允许用更高级别课程替代。例如:某院系可以在培养方案中要求计算概论C,学生可以选

择计算概论A或计算概论B满足培养方案要求。

2.数据结构与算法

• 数据结构与算法A (实验班)(大二上学期):面向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元培学院

相关专业 (计算机类和电子信息类)有较好编程基础,并通过上机考试筛选的同学。 (4



学时+2学时上机)

• 数据结构与算法A (大二上学期):面向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元培学院相关专业

(计算机和智能专业)。(4学时+2学时上机)

• 数据结构与算法B (大一下学期):面向理科院系相关专业 (编程语言:C/C++,

Python)。(3学时+2学时上机)

3.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原文科计算机专题)(大一下学期)

• 本课程面向文科院系,作为计算概论C的后续课程,以问题求解的思路,培养学

生利用程序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学时+2学时上机)

• 允许学生选修数据结构与算法系列课程来替代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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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2020版军事理论课培养方案

(2020年4月)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高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水平,根据教育部、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2019年1月联合制订的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和学校教务部的

要求,对我校本科生军事理论课培养方案进行修订。

一、 培养目标

军事理论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军事理论课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

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

后备力量服务。
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军事理论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

增强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

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二、 修读要求

(1)学分及选课安排

军事理论课纳入北京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列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实行学

分制管理,课程考核成绩记入学籍档案。
军事理论教学时数原则上为36学时,可根据学校每学期教学时间安排适当调整,记2

学分;原则上,军事理论课的修读时间为大一上或下学期,采取按院系分配教学班选课,
个别选课有冲突的学生,在其他教学班人数可以容纳的情况下,可以申请选其他教学班的

课或者大二年级申请选课。
(2)内容提要及相应学时分配

第一章 中国国防 (6学时)
第二章 国际战略环境与国家安全 (10学时)
第三章 军事思想 (6学时)
第四章 现代战争 (4学时)
第五章 信息时代武器装备及基本战术运用 (10学时)
(3)教学方式

主要聘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师进行课堂讲授。
(4)学生成绩评定办法

平常考勤及课堂表现占总成绩20%;期末采取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80%。
平常考勤采取抽查方式。抽查到3次旷课的取消考试资格。



期末闭卷考试内容以老师课堂讲授内容为主,采取填空、判断、简答、论述等题型。
重点考查学生听课情况及对所授课题内容掌握、理解和认识。

北京大学人民武装部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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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体育课程方案

一、 培养目标

(1)使学生能够根据自身体质健康状况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养成积极参加体育

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养成较高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2)使学生根据自身能力树立体育学习目标,掌握2~4项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能够科学地开展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
(3)使学生通过体育活动,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与合作精神,

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

二、 修读要求

(1)体育课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程,须修满4学分,含必选项目1学分和兴趣选修项目

3学分。
(2)每学期只能选1门体育课;每门课程每周2学时,1学分。

三、 考核与成绩评定

1.课外体育锻炼

课外锻炼是体育课程的一部分,学生选上体育课的学期,必须参加63公里课外体育

锻炼并达到相应要求。未达要求的,体育课成绩记0分。

2.体育课程成绩结构

100分= 技术60分 +12分钟跑10分 + 专项理论10分 + 学习态度20分。(2017、

2018、2019级)
【注】从2020级本科生开始,体育课分数构成为:

100分= 技术50分 + 体质测试20分 + 专项理论10分 + 学习态度20分。

100分= 技术40分 + 体质测试20分 + 专项理论10分 + 学习态度20分+12分钟

跑10分 (健美操、太极拳项目)。

四、 课程介绍

1.本科生体育必修课程

(1)必选项目:24式简化太极拳 (男生);健美操 (女生)。
(2)兴趣选修项目:共35个,每学期开设项目略有调整。
包括:网球、乒乓球、乒乓球提高班、羽毛球、羽毛球提高班、篮球、篮球提高班、

足球、排球、游泳、游泳提高班、体育舞蹈、健身健美、形体 (女)、瑜伽、攀岩、安全

教育与自卫防身、少林棍术 (男)、体适能、跆拳道、散打、拳击、击剑、剑道、地板球、
棒垒球、中华毽、拓展、射箭、高尔夫、定向与徒步运动、汉字太极与养生、导引与养

生、骑行教育、无极球等。



(3)体育保健。
体育保健课是专为身体异常、特型和病 (心脏病、高血压、癫痫、哮喘等不宜从事较

为剧烈体育活动的疾病)、残、弱及特殊群体的学生开设的以指导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

课程,属于体育必修课程,学生选修此课需提交校医院保健科的诊断证明,经任课教师同

意后方可上课。
(4)高级体育训练课。
高级体育训练课是体育特长生必修课,须修满9学分。

2.其他体育课程 (不占体育必修课学分)

(1)通选课:奥林匹克文化课 (2学分)。
(2)公共选修课:运动营养与减肥 (1学分)、国际象棋 (1学分)、围棋 (1学分)、

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 (1学分)、户外探索 (2学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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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 院系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已有110年的办学历史 (1910—2020),一百多年来,中文

系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

术传统。杰出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有:陈独秀、黄侃、刘复、王力、魏建功、唐兰、罗常

培、朱德熙、高名凯、林焘、徐通锵等。
目前中文系共设5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 (中

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 (留学生)本科专业。共有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2个硕士点

24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最早入选的国家级

人才培养基地。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有教职工115人,其中专任教师100人。教师中,教授56

人,研究员1人,副教授38人,助理教授5人。中文系师资队伍齐整,年龄结构合理,
学科布局均衡,教学和科研实力强劲,几代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辉煌,为中文系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努力奋斗,做

出了卓越贡献。中文系下设10个教研室、1个语言学实验室;2个联合研究机构 (计算语

言学研究所和教育部计算语言学重点研究室),2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古文献研

究中心和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1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以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等11个虚体研究机构。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委会秘书处设在本系。
中文系贯彻高校立德树人宗旨,以本为本,高度重视本科教学。近几年来中文系的标志性

教学成果有:陈保亚等5人的教学成果 “教学、实践、科研相结合的语言学培养模式”获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8)、刘勇强、潘建国、李鹏飞等3人的教学成果

“中国古代小说的多维考察与教学”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7),等等。
中文系教师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

成果,同时也获得一系列国际国内学术奖励和荣誉称号。2016年公布教育部第四次学科

评估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被评为A+。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与中文系紧密相关的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学三个学科入选。在世界大学QS
学科排名中,与中文系密切相关的有两个学科: (1) “现代语言” (modernlanguages),

2016-2020年,连续5年稳居前10名,分别列第8名、第7名、第6名、第10名、第9
名;(2)“语言学” (Linguistics),2016-2020年,连续5年分别列第10名、第10名、
第10名、第17名、第16名。中文系教师获得的科研奖励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等级上,
都在国内中文学科居于前列。

二、 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50101 汉语言文学 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 4年 文学学士

050102 汉语言 Chinese 4年 文学学士



续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50105 古典文献学 StudiesofChineseClassicalText 4年 文学学士

050106T 应用语言学 ComputationalandAppliedLinguistics 4年 文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电话

系主任 陈晓明 62765104
主管教学副系主任 宋亚云 62765501

教务员 闵 锋 6275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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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成立于1910年。1919年

改称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初步形成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基本格

局。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

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59
年增设古典文献学专业;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目前,共设有5个本科专业:汉

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 (留学

生)。中文系是教育部最早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全系现共有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

和11个硕士点24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学专

业下设六个教研室: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在中国古典诗学、简帛古书及早期钞本与思想

史、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研究与教学皆居全国最前沿位置;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在五四新

文化研究、晚清民初文学研究、鲁迅及周氏兄弟研究、文学与出版教育关系研究等方面居

于领先位置;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当代文学思

潮、当代文学分段史、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网络文学研究、新媒介理论研究与实践等方面

优势明显;民间文学教研室坚持民间文学本体研究,在神话学、传说学方面取得了领先优

势;比较文学教研室的优势领域是比较诗学、文化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文学与思想

史研究;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优势是文艺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马克

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研究。

2.师资队伍结构

本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于北大中文系的师资队伍。北大中文系现有教职工115人,其中

教师100人。教师中,老体制共67人:教授42人,副教授24人,研究员1人;新体制

共33人:长聘教授14人,长聘副教授11人,预聘制副教授3人,助理教授5人。其中,
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讲座教授1人、青年 “长江学者”4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研究人才。注重学生文艺审美能力和鉴赏品味的提

升、对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的综合培养,毕业后可继续攻读研究生,也

可在国家机关和教育、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各类单位工作。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系统掌握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业

研究或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应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较坚实的文史基础以及

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外语水平,以及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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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课,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基

础)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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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的学分,可以计入3-1 (最多计入4学分,再多

出的部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02034431

古代汉语 (上)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上)
4
5

4
6

0
34

一上

02030022
02034432

古代汉语 (下)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下)
4
5

4
6

0
34

一下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一下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0 一下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0 二上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一下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 二上

若选修了带小班讨论的古代汉语,多出来的2学分可以计入3-1的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从39学分中修够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620 学年论文 2 三下

02030011 现代汉语 (上) 3 3 0 一上

02030012 现代汉语 (下) 3 3 0 一下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 二上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0 二下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0 三上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0 二上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 二下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0 三下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 三下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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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2780 西方文学理论史 2 2 0 三上

02033030 西方文学史 3 3 0 三下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一下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 二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在下面9个模块中修满20学分)

3-1-1新生教育与实习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1 0 一上

02030101 实习 2 2周 大三下选课,暑期实习

3-1-2文艺理论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310 审美文化专题 2 2 0

02032590 胡风研究 2 2 0

02034940 思想史上的王元化 2 2 0

02034250 艺术人文学导论 2 2 0

02030700 文艺美学 2 2 0

02034530 20世纪中国美学 2 2 0

02033320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专题 2 2 0
拟开新课 中国文学理论 2 2 0

0203370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流派 2 2 0

02033990 国文举要 2 2 0

02031290 《庄子》选读 2 2 0

02031320 《文心雕龙》研究 2 2 0

02033330 中国书法美学 2 2 0

02080330 汉字书法 2 2 0

3-1-3古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290 先秦诸子讲说 2 2 0

02034400 《史记》导读 2 2 0

02034600 汉代文人与文学研究 2 2 0

02033980 唐代小说研究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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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570 唐诗研究概论 2 2 0

02033780 诗词格律与写作 2 2 0

02034610 曲学 2 2 0

02034500 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2 2 0

02033650 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研究 2 2 0

02034550 儒林外史研究 2 2 0

02033560 《红楼梦》研究 2 2 0

02034740 清代学术与文学 2 2 0

02035000 晚清文学与文化 2 2 0

02033440 近代文学改良思潮 2 2 0
拟开新课 宋代文学经典导读 2 2 0
拟开新课 中国古代诗论发展史 2 2 0

3-1-4现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040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2 2 0

02032270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研究 2 2 0

02032800 现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2 2 0

02033130 鲁迅研究 2 2 0

02034760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研读 2 2 0

02033160 中国现代诗歌研究 2 2 0

02039070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 2 2 0

02039340 中国现代戏剧 2 2 0

02032200 现代通俗小说 2 2 0

02034070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2 2 0

02034010 五四新文化研究 2 2 0

02034330 鲁迅小说与世界文学 2 2 0

02035010 左翼文学经典细读 2 2 0

02034350 现代都市小说研究 2 2 0

02034180
1940年 代 战 时 中 国 文 学

研究
2 2 0

3-1-5当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720 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研究 2 2 0

02034200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作品

选读
2 2 0

02034910
中国 现 当 代 文 学 与 文 化

研究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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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700 40—50年代作家研究 2 2 0

02031970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 2 0

02034780 网络文学前沿研究及批评 3 3 0

02034690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 3 3 0

02034490
网络文学类型文研究与创

作实践
3 3 0

02034830 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 3 3 0

02033880 唐宋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2 2 0

02031550 小说的艺术 2 2 0

02031750 诗歌写作 2 2 0

02033140 当代诗歌选读 2 2 0

02033630 海子诗歌研究 2 2 0

02032570 台湾文学专题 2 2 0

02033340 台湾小说十家 2 2 0

3-1-6民间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350 中国神话研究 2 2 0

02034290 民间叙事研究 2 2 0

02031980 元明杂剧研究 2 2 0

02039110 元杂剧精读 2 2 0

02030470 散曲研究 2 2 0

02039130 民俗研究 2 2 0

02030330 民俗学 2 2 0

3-1-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980 拉丁语基础 (一) 2 2 0

02035080 拉丁语基础 (二) 2 2 0

02034540 影片精读 2 2 0

02035050 法国文学选读 2 2 0

02034228 西方文学经典导读 2 2 0

02033370 莎士比亚戏剧专题 2 2 0

02034340 西方思想史专题 2 2 0

3-1-8语言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4 0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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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

0203092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2 0

02031130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3 3 0

02031140 美国结构语言学 2 2 0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2 0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3 0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0

3-1-9古典文献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0

02031670 敦煌文献概要 2 2 0

02031080 《论语》选读 2 2 0

02031090 《孟子》选读 2 2 0

02033830 经典讲读 2 2 0

02031810 《汉书》导读 2 2 0

02034860 《周易》讲读 2 2 0

02033390 古籍鉴定与保护 3 3 0

02031200 日本中国学 2 2 0

02030160 文字学 2 2 0

02030230 版本学 2 2 0

02030220 目录学 2 2 0

02030260 训诂学 2 2 0

02030240 校勘学 2 2 0

02030251 古文献学史 (上) 2 2 0

02030252 古文献学史 (下) 2 2 0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2/3 2/3
中国哲学 (上) 2/3 2/3
中国哲学 (下) 2/3 2/3
西方哲学 (上) 2/3 2/3
西方哲学 (下) 2/3 2/3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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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02133640 欧洲史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9190 非洲史 2 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2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04331541 美学原理 2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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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01833800 传播学理论 3 3

01830200 新闻理论 4 4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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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本专业主要学习研究汉语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语言理论,包括3个专业方向和一个

实验室。古代汉语教研室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学者有王力、郭锡良、何九盈等。
现代汉语教研室成立于1953年,代表学者有朱德熙、周祖谟、袁家骅等。语言学教研室

成立于1952年,代表学者有高名凯、袁家骅、岑麒祥等。语言学实验室的前身是北京大

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成立于1925年,是中国第一个文科语言学和语音学实验室,代表学

者有刘复、罗常培、林焘、沈炯等。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课程体系完整。三个教研室都拥有国家级精品课程:现代汉语

(2003)、古代汉语 (2005)、理论语言学 (2009);教学成果突出,教学名家辈出。三个教

研室都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6;2005;2018);陆俭明 (2003)和蒋绍愚

(2006)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学、实践与科研紧密结合,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汉语方

言调查 (2013)和语言学田野调查 (2018),深受学生欢迎,分别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和一等奖。

2.师资队伍结构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除依托中文系整体师资团队之外,汉语言专业共有教师33人,
其中老体制教授18人,副教授7人,助理研究员1人,新体制长聘副教授4人,助理教

授3人。其中,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青年 “长江学者”2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人才。侧重培养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教学人员,面

向计算机的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与理论方向的研究人员,也可在国家机关和教育、新闻出

版、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各类个事业单位工作。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本科生应系统掌握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

业研究或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应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较坚实的文史基础以

及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外语水平,以及不断获取新知识的

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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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1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 学 英 语 教 研 室 要 求

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

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基

础)
3 3 0

一上

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 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 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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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的学分,可以计入3-1 (最多计入4学分,再多

出的部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02034431

古代汉语 (上)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上)
4
5

4
6

0
34

一上

02030022
02034432

古代汉语 (下)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下)
4
5

4
6

0
34

一下

02030011 现代汉语 (上) 3 3 0 一上

02030012 现代汉语 (下) 3 3 0 一下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 二上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二下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二上

若选修了带小班讨论的古代汉语,多出来的2学分可以计入3-1的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1学分 (从42学分中修够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620 学年论文 2 三下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4 0 三上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2 0 二下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 三上

02033260 汉语语音学基础 2 2 0 三上

02030980 实验语音学基础 3 3 0 三上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3 0 三下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一下

02030160 文字学 2 2 0 三下

02030260 训诂学 2 2 0 三上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0 一下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0 二上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 一下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3 0 三上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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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论文:4学分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在以下6个模块中修20学分)

3-1-1实习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1601 方言调查 2 2周 三下选课,暑期实习

3-1-2古代汉语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3 0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0

02031820 《韩非子》选读 2 2 0

02033400 《切韵》导读 2 2 0

02031040 《诗经》导读 2 2 0

02033310 《广韵》研究 2 2 0

02034720 文字音韵训诂基础 (上) 2 2 0

02034730 文字音韵训诂基础 (上) 2 2 0

02034680 名著导读——— 《中原音韵》 2 2 0

3-1-3现代汉语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91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2 0

02030950 汉语修辞学 2 2 0

HYY40024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2 2 0

02032150 汉语方言语料分析 2 2 0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

3-1-4语言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1140 美国结构语言学 2 2 0

02031130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3 3 0

02035070
世界语言的语音及其调查

方法
2 2 0

02031150 语言与文化 2 2 0

02031160 社会语言学 2 2 0

02031170 语义学 3 3 0

02035020 人类语言与人工智能 2 2 0

02034410 文学作品的量化评估方法 3 3 0

02034890 世界的语言 2 2 0

·44·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3-1-5古典文献基础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1080 《论语》选读 2 2 0

02031090 《孟子》选读 2 2 0

02033830 经典讲读 2 2 0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

02030230 版本学 2 2 0

02030220 目录学 2 2 0

02030240 校勘学 2 2 0

02030160 文字学 2 2 0

02030260 训诂学 2 2 0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0

3-1-6文学基础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0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0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0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0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

02033780 诗词格律与写作 2 2 0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1 0

02034980 拉丁语基础 (一) 2 2 0

02035080 拉丁语基础 (二) 2 2 0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5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02133640 欧洲史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9190 非洲史 2 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2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考古学导论 2 2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04331541 美学原理 2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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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01834200 传播学理论 3 3

01834130 新媒体导论 2 2

01830200 新闻理论 4 4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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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本专业历史悠久,始建于1959年,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本专业是在齐燕铭、翦伯

赞、吴晗、金灿然等前辈学者倡议下,经中央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的,是当时全国高校中

唯一的古典文献专业。1981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点,1988年成为当时全国古典文献学

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1999年12月入选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迄

今为止仍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古典文献学科重点研究基地。
本专业课程设置完整系统,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除学习古代汉语、古代典籍概要、中

国古代文学史等一二年级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外,还要学习一系列专业核心课,如文字

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古文献学史、中国古代文化、系列专书

选读课,等等。这些课程既体现了古典文献学的学科特色,同时又兼顾了中国古代学术文

化各个学科的内容,争取使学生通过本专业的学习达到一专多能,具有较为广泛的适应

性。本专业还设立有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博士点,分设古文献学、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学及海外汉学等研究方向。

2.师资队伍结构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著名学者魏建功、阴法鲁、周祖谟、金开诚、裘锡圭、孙钦

善、倪其心、严绍璗、安平秋、董洪利等先后在本专业任教。本专业人才培养除依托中文

系整体师资团队之外,目前共有在职教授9人 (含研究员1人)、副教授9人 (含副研究

员1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二、 培养目标

古典文献专业培养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人才,因此重视培养学生整理和研究古

籍及研究有关古代文化的理论基础和专门技能。本科毕业生应能在古籍整理、研究、教学

和考古、文博等机构从事古籍整理、研究、教学、编辑等工作,也能在国家机关和教育、
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各类单位从事相关工作。

三、 培养要求

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毕业生应系统掌握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具备

较坚实的文史基础,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同

时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形成能理解和欣赏多元世界的开放健康

的心态和能力,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性,懂得合乎伦理道德的为人处世,以适应现代社会对

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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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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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的学分,可以计入3-1 (最多计入4学分,再多

出的部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02034431

古代汉语 (上)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上)
4
5

4
6

0
34

一上

02030022
02034432

古代汉语 (下)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下)
4
5

4
6

0
34

一下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0 一下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0 二上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0 二上

史学概论/中国通史 3 3 一下

哲学导论/中国哲学史 3 3 二上

若选修了带小班讨论的古代汉语,多出来的2学分可以计入3-1的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从40学分中修够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620 学年论文 2 三下

02030011 现代汉语 (上) 3 3 0 一上

02030012 现代汉语 (下) 3 3 0 一下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0 二下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0 三上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 二上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一下

02031080 专书选读 (一) 2 2 0 一下

02031090 专书选读 (二) 2 2 0 二下

02033830 专书选读 (三) 2 2 0 三上

02030160 文字学 2 2 0 三下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2 0 二下

02030260 训诂学 2 2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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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230 版本学 2 2 0 三上

02030220 目录学 2 2 0 三上

02030240 校勘学 2 2 0 三下

02030251 古文献学史 (上) 2 2 0 三下

02030252 古文献学史 (下) 2 2 0 四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1-1实习 (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253 古典文献实习 2 2周 三下选课,暑期实习

3-1-2古典文献模块 (选修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400 《史记》导读 2 2

02031810 《汉书》导读 2 2

02033390 古籍鉴定与保护 3 3

02031670 敦煌文献概要 2 2 三下

02031200 日本中国学 2 2

02240370 古文字学通论 2 2
待补充 殷周金文通论 2 2
待补充 战国文字通论 2 2
待补充 三礼导读 2 2

02034380 四库全书总目讲读 2 2

02034860 《周易》讲读 2 2

02034960 经学通论 2 2

3-1-3文学模块 (选修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1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2033290 先秦诸子讲说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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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350 中国神话研究 2 2

02030570 唐诗研究概论 2 2

02030470 散曲研究 2 2

02034550 儒林外史研究 2 2

02033560 《红楼梦》研究 2 2

3-1-4语言学模块 (选修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4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203092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2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4

02031130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3 3

02031140 美国结构语言学 2 2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3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待定 哲学导论 2/3 2/3
有两个课号 中国哲学 (上) 2/3 2/3
有两个课号 中国哲学 (下) 2/3 2/3
有两个课号 西方哲学 (上) 2/3 2/3
有两个课号 西方哲学 (下) 2/3 2/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待补充 先秦史专题 2 2
待补充 秦汉史专题 2 2
待补充 魏晋南北朝史专题 2 2
待补充 隋唐史专题 2 2
待补充 宋史专题 2 2
待补充 蒙元史专题 2 2
待补充 明史专题 2 2
待补充 清史专题 2 2

·25·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4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02133640 欧洲史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9190 非洲史 2 2

02240370 古文字学通论 2 2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2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2230410 中国佛教考古 2 2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2230440 丝绸之路考古 2 2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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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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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应用语言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2001年北大中文系正式向学校提出申请成立应用语言学本科专业并得到教育部批准。
自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从高考理科考生中招收本科生进入应用语言学专业学习。应用语

言学专业包括两个方向:中文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是跨文科和理科的复合应用型学

科,强调文理兼修,实践与理论并重。在继承中文传统知识深厚学养的基础上,中文信息

处理方向是从计算机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语言文字的特性,探索如何将有关语言文字的规

律转化为计算机可用的知识系统,帮助计算机更好地进行信息处理,包括信息存储、传

输、检索、智能理解与人机交互等等;对外汉语教学方向是从非本族语者的角度去认识汉

语的特点以及语言习得的规律,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将有关汉语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可用的资源,在教与学两个方面,提高汉语言文化传播和语言习得的

效率。

2.师资队伍结构

本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于北大中文系及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师资队伍。北大中文系

现有教职工115人,其中教师100人。教师中,老体制共67人:教授42人,副教授24
人,研究员1人;新体制共33人:长聘教授14人,长聘副教授11人,预聘制副教授3
人,助理教授5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青年 “长江学者”2人。此外,应

用语言学专业有专职教师13人,其中教授5人,长聘副教授2人,副教授6人。

二、 培养目标

应用语言学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地掌

握与计算机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

力和外语水平,具有面向计算机信息处理和面向汉语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

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跨学科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

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学科特点是跨文理的基础应用学科,培养的人才要求系统掌握中国

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技术、汉语言文化教育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业

研究或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应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较坚实的文史基础以及

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较强的计算机程序设

计能力,以及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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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5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3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五、 课程设置

3.公共基础课程: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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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的学分,可以计入3-1 (最多计入4学分,再多

出的部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高等数学 (C)上 4 4 一上

高等数学 (C)下 4 4 一下

02030021
02034431

古代汉语 (上)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上)
4
5

4
6

0
34

一上

02030022
02034432

古代汉语 (下)二选一

古代汉语 (下)
4
5

4
6

0
34

一下

02030011 现代汉语 (上) 3 3 0 一上

02030012 现代汉语 (下) 3 3 0 一下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 二上

若选修了带小班讨论的古代汉语,多出来的2学分可以计入3-1的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从39学分中修够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050 学年论文 2 2 三下

计算概论 4 4 0 一上

数据结构与算法 4 4 0 一下

线性代数 3 3 0 一下

概率统计 4 4 0 二上

程序设计 4 4 0 二上

数据库基础 3 3 0 二下

02030031 中国文化史 2 2 0 二下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3 0 三下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 三下

04831780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2 2 0 三上

02033100 语言工程与中文信息处理 3 3 0 三下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0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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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3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1-1语言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4 三上

0203092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2 三下

02033260 汉语语音学基础 2 2 三上

02030980 实验语音学基础 3 3 三上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2 二下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3 三上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三下

02030160 文字学 2 2 三下

3-1-2计算语言学模块 (含数学、计算机、人工智能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数理逻辑 3 3 一下

离散数学 (Ⅰ) 4 4 二上

离散数学 (Ⅱ) 3 3 二下

Java程序设计 2 2 二上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习 2 2 二上

02034750 语言分析与程序设计 2 2 二下

04830510 语言统计分析 2 2 三上

02034060 形式语法导论 2 2 三上

机器学习概论 2 2 三下

人工智能导论 3 3 三下

编译原理 3 3 四上

02315111 形式语义学导论 2 2 四上

02035020 人类语言与人工智能 2 2 四上

自然语言处理专题讲座 2 2 四上

3-1-3文史哲类及综合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1 秋季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二上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二下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三上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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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一下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二上

02031530 文学原理 2 2 二下

02031080 《论语》选读 2 2 一下

02031090 《孟子》选读 2 2 二上

02033830 经典讲读 2 2 二下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二上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二上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三下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三下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秋季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4 4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春季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秋季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导论 2/3 2/3 秋季

中国哲学 (上) 2/3 2/3 春季

中国哲学 (下) 2/3 2/3 秋季

西方哲学 (上) 2/3 2/3 春季

西方哲学 (下) 2/3 2/3 秋季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春季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春季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秋季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秋季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秋季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秋季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秋季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春季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春季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秋季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秋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秋季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秋季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春季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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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秋季

02133640 欧洲史 2 2 春季

02133650 美洲史 2 2 秋季

02133660 亚洲史 2 2 春季

02139190 非洲史 2 2 秋季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2 秋季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秋季

考古学导论 2 2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春季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春季、秋季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秋季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04331541 美学原理 2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秋季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01833800 传播学理论 3 3

01830200 新闻理论 4 4

·06·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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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言文学专业 (留学生)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成立于1910年。1919年

改称国文系,下设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科,初步形成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基本格

局。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

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1959
年增设古典文献学专业;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目前,共设有5个本科专业:汉

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 (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 (留学

生)。中文系是教育部最早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全系现共有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

和11个硕士点24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学专

业下设六个教研室: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在中国古典诗学、简帛古书及早期钞本与思想

史、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研究与教学皆居全国最前沿位置。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在五四新

文化研究、晚清民初文学研究、鲁迅及周氏兄弟研究、文学与出版教育关系研究等方面居

于领先位置。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当代文学思

潮、当代文学分段史、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网络文学研究、新媒介理论研究与实践等方面

优势明显。民间文学教研室坚持民间文学本体研究,在神话学、传说学方面取得了领先优

势。比较文学教研室的优势领域是比较诗学、文化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文学与思想

史研究。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优势是文艺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马克

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研究。

2.师资队伍结构

本专业人才培养依托于北大中文系的师资队伍。北大中文系现有教职工115人,其中

教师100人。教师中,老体制共67人:教授42人,副教授24人,研究员1人;新体制

共33人:长聘教授14人,长聘副教授11人,预聘制副教授3人,助理教授5人。其中,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 “长江学者”4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中国语言与文学方面的运用和研究人才。注重培养学生汉语应用能

力,以及对中国文学现象、汉语言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把握能力。毕业后可从事有关中国事

务的写作、翻译、教学、新闻、出版、影视与外教等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研究生,为将来

从事中国语言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具备扎实的汉语应用能力,系统了解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

础理论,具备较高的中国文化素养,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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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19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4.与中国有关的课程:2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19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 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 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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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本院开设的通识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的学分,可以计入3-1 (最多计入4学分,再多

出的部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021 古代汉语 (上) 4 4 一上

02030022 古代汉语 (下) 4 4 一下

02030011 现代汉语 (上) 3 3 一上

02030012 现代汉语 (下) 3 3 一下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一下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二上

02130110
史学概论 (与哲学导论二

选一)
3 3 一下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从41学分中修够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620
学年论文 2 三下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一下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二上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二下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三上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二上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二下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三下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三下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三上

02032780 西方文学理论史 2 2 三上

02033030 西方文学史 3 3 三下

02080421 阅读与写作 (初级) 4 4 一上

02080424 阅读与写作 (高级) 4 4 一下

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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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3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从以下9个模块里选18学分)

3-1-1新生教育与实习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1 一上

02030101 实习 2

3-1-2文艺理论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310 审美文化专题 2 2

02032590 胡风研究 2 2

02034940 思想史上的王元化 2 2

02034250 艺术人文学导论 2 2

02030700 文艺美学 2 2

02034530 20世纪中国美学 2 2
中国文学理论

0203370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流派 2 2

02033990 国文举要 2 2

02031290 《庄子》选读 2 2

02031320 《文心雕龙》研究 2 2

3-1-3古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290 先秦诸子讲说 2 2

02034400 《史记》导读 2 2

02034600 汉代文人与文学研究 2 2

02033980 唐代小说研究 2 2

02030570 唐诗研究概论 2 2

02033780 诗词格律与写作 2 2

02034610 曲学 2 2

02034500 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2 2

02033650 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研究 2 2

02034550 儒林外史研究 2 2

02033560 《红楼梦》研究 2 2

02034740 清代学术与文学 2 2

02035000 晚清文学与文化 2 2

02033320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专题 2 2

02033440 近代文学改良思潮 2 2
新课 宋代文学经典导读 2 2

·56·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3-1-4现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330 鲁迅小说与世界文学 2 2

02032240 鲁迅小说研究 2 2

02032200 现代通俗小说 2 2

02034450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2 2

02034350 现代都市小说研究 2 2

02032270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研究 2 2

02039070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 2 2

02034180
1940年 代 战 时 中 国 文 学

研究
2 2

02035010 左翼文学经典细读 2 2

3-1-5当代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720 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研究 2 2

02034200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作品

选读
2 2

02034910
中国 现 当 代 文 学 与 文 化

研究
2 2

02034700 40—50年代作家研究 2 2

02031970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 2

02034780 网络文学前沿研究及批评 3 3

02034690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 3 3

02034490
网络文学类型文研究与创

作实践
3 3

02034830 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研究 3 3

02033880 唐宋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2 2

02031550 小说的艺术 2 2

02031750 诗歌写作 2 2

02033140 当代诗歌选读 2 2

02033630 海子诗歌研究 2 2

02032570 台湾文学专题 2 2

02033340 台湾小说十家 2 2

3-1-6民间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350 中国神话研究 2 2

02034290 民间叙事研究课程 2 2

02031980 元明杂剧研究 2 2

02039110 元杂剧精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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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470 散曲研究 2 2

02039130 民俗研究 2 2

3-1-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980 拉丁语基础 (一) 2 2

02035080 拉丁语基础 (二) 2 2

02034540 影片精读 2 2

02034590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2 2

02034660 《红楼梦》的英译本 2 2

02035050 法国文学选读 2 2

3-1-8语言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4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3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0203092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2

02031130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3 3

02031140 美国结构语言学 2 2

3-1-9古典文献学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02031670 敦煌文献概要 2 2

02031080 《论语》选读 2 2

02031090 《孟子》选读 2 2

02033830 经典讲读 2 2

02031810 《汉书》导读 2 2

02034860 《周易》讲读 2 2

02033390 古籍鉴定与保护 3 3

02031200 日本中国学 2 2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2

02030160 文字学 2 2

02030230 版本学 2 2

02030220 目录学 2 2

02030260 训诂学 2 2

02030240 校勘学 2 2

02030251 古文献学史 (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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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0252 古文献学史 (下) 2 2

02031521 汉语史 (上) 3 3

02031522 汉语史 (下) 4 4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2 2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2/3 2/3
中国哲学 (上) 2/3 2/3
中国哲学 (下) 2/3 2/3
西方哲学 (上) 2/3 2/3
西方哲学 (下) 2/3 2/3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02133640 欧洲史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9190 非洲史 2 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2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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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04331541 美学原理 2 2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01833800 传播学理论 3 3

01830200 新闻理论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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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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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一、 院系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悠久,实力强盛,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

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史学堂,1903年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1963在国内首建

“世界史”专业,中国史专业在1998年教育部调整高校专业时改为历史学专业,2012年首

创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北大历史学系形成了专业齐全、
名师荟萃、课程系统的全面优势,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如今,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学科

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历次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前茅,现已双双入选国家的 “双
一流”建设的一流学科之列。

本系的教学科研单位有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

室、欧美史教研室、亚非拉史教研室,此外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西方古典学中心是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并负责组织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的系统教学与标准化考试。
本系师资雄厚,名师辈出,现有专任教师70人,其中教授42名,副教授18名。其

中资深教授1名,博雅讲席教授5人,博雅特聘教授9人,长江学者7名,国家级教学名

师3名,北京市教学名师5名。
历史学系学风扎实,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现设有历史学

(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三个本科专业,以及古典语文学拔尖人才培养项

目。开设系统的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古典语言及专业外语课,并有系

统的学术训练和实践实习课程,以培养历史学各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和综合型社会应用

人才。

二、 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60101 历史学 History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2 世界史 WorldHistory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6T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ForeignLanguageandHistory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6T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ForeignLanguageandHistory 4年 文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系主任 王奇生 62753219
主管本科教学副系主任 何 晋 62758309

本科教务员 王忠立 62757444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学 (中国史)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历史学专业即原中国史专业。1998年教育部调整高校专业设置后改称历史学专业,实际

上仍为中国史专业。历史学 (中国史)专业分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方向。
中国史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教学上,

以系统的中国通史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辅以丰富的断代史和专题史课程,并注重史学理论

和方法、史料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田野调查等方面的训练,培养了大量史学人才。
历史学 (中国史)专业有专任教师35人,长期以来,本专业都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

队伍,包括长江学者在内的多名著名教授一直活跃在本科教学第一线,近三年来有3门国

家级精品课程,有着优秀的教学团队,目前在职教师中有长江特聘教授4人、国家级教学

名师2人,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者5人,入选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者5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国家、社会需要的具有史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和将来从事中国历史专

门研究的基础性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历史学 (中国史)专业本科生应较好地掌握中国文明的一般发展历

程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在史学理论、外国语、史料学等方面

有良好的学科基础训练,有扎实的进一步进行史学研究和学术写作的能力,有独立思考和

创新的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社会不同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2-4实习/实践:2学分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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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

列课程*
14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
代替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中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学英语 2~8
详参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及培养方案。留学生免修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详参学校军事理论 课

要求及培养方案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详参学校体育课程要求及培

养方案

注:①课程名带*号者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性必修课,但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由本系

开设的 “中国近代史”为必修课,此外其他课程所缺学分可选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来补足相关学分。

②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因已涵盖在历史学系专业必修课 “中
国近代史”与 “中国现代史”中,经学校教务部批准,本系同学用 “中国近代史”的学分替代 “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的学分。③ “大学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的,以及留学生免修 “大学英语”课程所缺8学

分,可自主选修其他课程补足学分。④ “计算概论C”也可用更高级别的 “计算概论 A”或 “计算概论

B”来代替。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12

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详参学校的通识教

育课程要求

注:本系同学选修本系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选课”,其学分不可计入上面两个课程类别中,

可计入 “选修课程”学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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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1-1其中需选修下表中人文学部内其他院系的专业必修课至少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院系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考古文博学院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考古文博学院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考古文博学院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3 3 中文系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3 3 中文系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3 3 中文系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3 3 中文系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 3 3 中文系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下) 3 3 中文系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中文系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史 4 4 中文系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哲学系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哲学系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哲学系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哲学系

注:①选择上表之外其他院系的专业必修课作为 “专业基础课”的,需经本系教学主管认定方可。

2-1-2需选修下表中所列本系 “专业基础课”至少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2 2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2 2 0 一上或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110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2 2 0 二下 课程必修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 一或二 课程选修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0 二上 课程选修

新开课号 亚洲史 3 3 0 一或二 课程选修

新开课号 欧洲史 3 3 0 一或二 课程选修

新开课号 美国史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新开课号 拉丁美洲史 2 2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9190 非洲史 2 2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 (上) 3 3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 (下) 3 3 0 一下 课程选修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0 三上 课程选修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3 3 0 一上 课程选修

注:①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同学的选修课,

所缺学分可用其他 “专业基础课”学分代替。②上表中本系 “专业基础课”超出要求之外的学分,可替

代 “选修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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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必修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必修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 一下或二下 课程必修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 一下 课程必修

0213246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248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 非 拉 近 现 代 史

练习

至少2

2
2
2
2
2
2

0
0
0
0
0
0

一或二 课程必修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二下 课程必修

注:以上课程多选学分不可代替其他专业核心课学分,可代替 “专业基础课程”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30 学年论文 2 三下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4 四上 课程必修

2-4实习/实践: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291 社会历史调查 2 二年级暑期进行调查,三上选课 课程必修

注:“社会历史调查”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古典语文学项目同学的选

修课,所缺学分可用 “专业基础课”学分代替。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说明:需选修本系课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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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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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具有悠久的历史,1903年即设立了万国史学门,1963
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世界史专业。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本科教学专业目录将其调整为世界

历史专业,2012年恢复为世界史专业。
世界史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有专任教师31人,全部具有

博士学位,其中有3位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1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入选者、1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和1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有着国家级的优秀教学团队,
近三年获得省部级及以上3项教学成果奖,在一些重要领域拥有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

术带头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国家、社会需要的具有史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和将来从事世界历史专

门研究的基础性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世界史专业本科生应具备一定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基础知识,了解人

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有较好的英语和第二外国语水平,以及拉丁语、古希腊语等古典语言

基础,掌握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同时应接受

史学理论、外国语、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及文化

人类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学生应有扎实的进一步进行史学研究和学术写作的能力,有独

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社会不同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2-4实习/实践: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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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

列课程*
14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
代替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中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学英语 2~8
详参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及培养方案。留学生免修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详参学校军事理论 课

要求及培养方案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详参学校体育课程要求及培

养方案

注:①课程名带*号者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性必修课,但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由本系

开设的 “中国近代史”为必修课,此外其他课程所缺学分可选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来补足相关学分。

②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因已涵盖在历史学系专业必修课 “中
国近代史”与 “中国现代史”中,经学校教务部批准,本系同学用 “中国近代史”的学分替代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的学分。③ “大学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的,以及留学生免修 “大学英语”课程所缺8学分,可自主选

修其他课程补足学分。④ “计算概论C”也可用更高级别的 “计算概论A”或 “计算概论B”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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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12

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详参学校的通识教

育课程要求

注:本系同学选修本系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选课”,其学分不可计入上面两个课程类别中,

可计入 “选修课程”学分中。

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1-1其中需选修下表中人文学部与其他院系的专业必修课至少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院系

03530010 东方文学史 2 2 外国语学院

02033030 西方文学史 3 3 中文系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哲学系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哲学系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考古文博学院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哲学系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哲学系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国关学院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 (上) 3 3 国关学院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 (下) 3 3 国关学院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社会学系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社会学系

03132000 人类学理论 3 3 社会学系

0323010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3 3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3 政府管理学院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新闻与传播学院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经济学院

注:选择上表之外其他院系的专业必修课作为 “专业基础课”的,需经本系教学主管认定方可。

2-1-2需选修下表中所列本系 “专业基础课”至少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2 2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2 2 0 一上或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110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2 2 0 二下 课程必修

02133691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上) 2 2 0 三上 课程选修

02133692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下) 2 2 0 三下 课程选修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选修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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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 一下或二下 课程选修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 一下 课程选修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0 三上 课程选修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3 3 0 一上 课程选修

注:①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同学的选修课,

所缺学分可用其他 “专业基础课”学分代替。②上表中本系 “专业基础课”超出要求之外的学分,可替

代 “选修课程”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610
02133620
02133630

古代东方文明

古希腊罗马史

中世纪欧洲史

至少4
2
2
2

0
0
0

一或二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9190

亚洲史

欧洲史

美国史

拉丁美洲史

非洲史

至少6

3
3
2
2
2

0
0
0
0
0

一或二

一或二

二下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 (上) 3 3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 (下) 3 3 0 一下 课程必修

02133681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上) 2 2 0 二上 课程必修

02133682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下) 2 2 0 二下 课程必修

0213246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248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至少2

2
2
2
2
2
2

0
0
0
0
0
0

一或二 课程必修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二下 课程必修

注:以上课程多选学分不可代替其他专业核心课学分,可代替 “专业基础课程”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30 学年论文 2 三下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4 四上 课程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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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实习/实践: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291 社会历史调查 2 二年级暑期进行调查。三上选课。 课程必修

注:“社会历史调查”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古典语文学项目同学的选

修课,所缺学分可用 “专业基础课”学分代替。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说明:需选修本系课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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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 (外国历史部分)

一、 专业简介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的设置和招生,可以追溯到2011年,它是由历史学系、外

国语学院、元培学院共同建设的一个专业,2012年教育部正式批准了北大设置 “外国语

言与外国历史”专业。本专业在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元培学院三个院系招生,原则上

外国语学院同学可以在一、二年级进入该专业,历史学系、元培学院的同学只有在二年级

才能进入该专业。
本专业师资强大,包括历史学系和外国语学院两个院系的相关师资,由历史学系的教

师特别是世界史专业的教师负责组织实施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方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训

练,由外国语学院各系负责组织实施相应语种的语言教学。学生选择外国语范围包括德

语、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葡萄牙语、希伯莱语、泰语、印

尼语、乌尔都语等除英语之外的各类语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素质高、学识宽阔、基础扎实、适应力强的国际文化交流人才,并为

相关学科输送高质量的研究性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在语言方面,使本专业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所修外国语言进行

交流,具备较好的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能力;并通过学习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了

解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历程和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同时对该语

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的概貌与特点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有较强的

独立研究或实际工作能力。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教育,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注重独立思考与创新

能力的培养。本专业本科生修业四年,成绩合格并达到学分要求者,可根据学生选课重点

和个人意愿,授予文学或历史学学士学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历史学或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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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3学分

2-1 “外国语言部分”专业核心课:≥33学分

2-2 “外国历史部分”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2-4实习/实践:0~2学分

3.选修课程:2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

列课程*
14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
代替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中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学英语 2~8
详参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及培养方案。留学生免修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详参学校军事理论 课

要求及培养方案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详参学校体育课程要求及培

养方案

注:①课程名带*号者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性必修课,但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由本系

开设的 “中国近代史”为必修课,此外其他课程所缺学分可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来补足相关学分。②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因已涵盖在历史学系专业必修课 “中国近

代史”与 “中国现代史”中,经学校教务部批准,本系同学用 “中国近代史”的学分替代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的学分。③ “大学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的,以及留学生免修 “大学英语”课程所缺8学分,

可自主选修其他课程补足学分。④ “计算概论C”也可用更高级别的 “计算概论A”或 “计算概论B”来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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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12

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详参学校的通

识教育课程要求

注:本系同学选修本系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选课”,其学分不可计入上面两个课程类别中,

可计入 “选修课程”学分中。

2.专业必修课程:≥63学分

2-1 “外国语言部分”专业核心课:≥33学分

详见外国语学院各语种的培养方案与学分要求。

2-2 “外国历史部分”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2 2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2 2 0 一上或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46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248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至少2

2
2
2
2
2
2

0
0
0
0
0
0

一或二 课程必修

02133610
02133620
02133630

古代东方文明

古希腊罗马史

中世纪欧洲史

至少4
2
2
2

0
0
0

一或二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9190

亚洲史

欧洲史

美国史

拉丁美洲史

非洲史

至少4

3
3
2
2
2

0
0
0
0
0

一或二

一或二

二下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 (上) 3 3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 (下) 3 3 0 一下 课程选修

02133681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上) 2 2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3682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下)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3691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上) 2 2 0 三上 课程选修

02133692 外文历史名著选读 (下) 2 2 0 三下 课程选修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0120 外国史学史 3 3 0 三上 课程选修

02130130 中国史学史 3 3 0 二上 课程选修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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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选修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 一下或二下 课程选修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 一下 课程选修

02132110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3 3 0 一上 课程选修

注:以上课程多选学分不可代替其他专业核心课学分,可代替 “选修课程”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30 学年论文 2 三下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4 四上 课程必修

2-4实习/实践:0~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291 社会历史调查 2 二年级暑期进行调查,三上选课 课程选修

注:“社会历史调查”课程为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同学的选修课。

3.选修课程:≥2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说明:需选修本系课程。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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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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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历史学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 (中国古典学方向)

一、 项目简介

古典语文学项目肇始于2009年,2010年项目首次开始招生,是北京大学人文基础学

科本科人才培养的跨学科项目,是一个哲学、中文、历史、考古、外院、艺术、元培等院

系共同参与建设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每年春季在上述院系的一年级新生里二次选拔招

生。本项目并不是一个新设专业,而是本科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探索模式,项目在实施上重

在对学生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实行规范的导师制与助教制。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为北大与国家造就一批既能精通中国古典与语言文字、又能有时代意识与

创新精神的学术栋梁。

三、 培养要求

项目重在 “语言学习”与 “经典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引导学生精读经典,养成工

夫,锤炼思想。通过在项目中三年的学习,能自觉地以建设未来的中国文化为使命,掌握

阅读与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及其语言文字的基本技能,具备可以独立进行中国古典学研

究的综合素养。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2-4实习/实践:0~2学分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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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

列课程*
14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
代替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中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学英语 2~8
详参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及培养方案。留学生免修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详参学校军事理论 课

要求及培养方案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详参学校体育课程要求及培

养方案

注:①课程名带*号者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性必修课,但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由本系

开设的 “中国近代史”为必修课,此外其他课程所缺学分可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来补足相关学分。②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因已涵盖在历史学系专业必修课 “中国近

代史”与 “中国现代史”中,经学校教务部批准,本系同学用 “中国近代史”的学分替代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的学分。③ “大学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的,以及留学生免修 “大学英语”课程所缺8学分,

可自主选修其他课程补足学分。④ “计算概论C”也可用更高级别的 “计算概论A”或 “计算概论B”来

代替。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12

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详参学校的通识教

育课程要求

注:本系同学选修本系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选课”,其学分不可计入上面两个课程类别中,

可计入 “选修课程”学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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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详见中国古典学项目培养方案。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2 2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2 2 0 一上或二上 课程必修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必修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0 一上一下 课程必修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4 4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4 4 0 一下 课程必修

0213246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248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至少2

2
2
2
2
2
2

0
0
0
0
0
0

一或二 课程必修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 一下或二下 课程选修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2110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注:以上课程多选学分不可代替其他专业核心课学分,可代替 “选修课程”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30 学年论文 2 三下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4 四上 课程必修

2-4实习/实践:0~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291 社会历史调查 2 二年级暑期进行调查,三上选课 课程选修

注:“社会历史调查”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古典语文学项目同学的选

修课,所缺学分可用 “专业核心课”学分代替。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说明:需选修本系课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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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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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世界史专业
古典语文学项目 (西方古典学方向、
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学方向)

一、 项目简介

古典语文学项目肇始于2009年,2010年项目首次开始招生,是北京大学人文基础学

科本科人才培养的跨学科项目,是一个哲学、中文、历史、考古、外院、艺术、元培等院

系共同参与建设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每年春季在上述院系的一年级新生里二次选拔招

生。本项目并不是一个新设专业,而是本科人才培养的一个新探索模式,项目在实施上重

在对学生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实行规范的导师制与助教制。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为北大与国家造就一批既能精通西方 (或亚非或印度)古典与语言文字、
又能有时代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学术栋梁。

三、 培养要求

项目重在 “语言学习”与 “经典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引导学生精读经典,养成工

夫,锤炼思想。通过在项目中三年的学习,能较好地掌握阅读与研究相应方向的古代经典

文献及其语言文字的基本技能,具备可以独立进行古典学研究的综合素养。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2-4实习/实践:0~2学分

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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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1~4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

列课程*
14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
代替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中 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大学英语 2~8
详参学校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及培养方案。留学生免修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详参学校军事理论 课

要求及培养方案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详参学校体育课程要求及培

养方案

注:①课程名带*号者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择性必修课,但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由本系

开设的 “中国近代史”为必修课,此外其他课程所缺学分可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来补足相关学分。②
“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课程”中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内容,因已涵盖在历史学系专业必修课 “中国近

代史”与 “中国现代史”中,经学校教务部批准,本系同学用 “中国近代史”的学分替代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的学分。③ “大学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的,以及留学生免修 “大学英语”课程所缺8学分,

可自主选修其他课程补足学分。④ “计算概论C”也可用更高级别的 “计算概论A”或 “计算概论B”来

代替。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通识教育课程系列 12

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详参学校的通识教

育课程要求

注:本系同学选修本系开设的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选课”,其学分不可计入上面两个课程类别中,

可计入 “选修课程”学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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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详见西方古典学方向、亚非古典学方向、印度古典学方向各自的培养方案。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20 史学新生导学 2 2 0 一上 课程必修

02132100 历史论文写作 2 2 0 一上或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一下 课程必修

02133610
02133620
02133630

古代东方文明

古希腊罗马史

中世纪欧洲史

至少4
2
2
2

0
0
0

一或二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9190

亚洲史

欧洲史

美国史

拉丁美洲史

非洲史

至少4

3
3
2
2
2

0
0
0
0
0

一或二

一或二

二上

二上

二上

课程必修

02132091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 (上)

外国历史文选 (下)
至少3

3
3

0
0

二上

二下
课程必修

0213246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02132480
新开课号

新开课号

中国古代史练习

中国近代史练习

中国现代史练习

世界古代史练习

欧美近现代史练习

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

至少2

2
2
2
2
2
2

0
0
0
0
0
0

一或二 课程必修

02133681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上)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3682 外文历史史料选读 (下) 2 2 0 一上 课程选修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 二下 课程选修

02132110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2 2 0 二下 课程选修

注:以上课程多选学分不可代替其他专业核心课学分,可代替 “选修课程”学分。

2-3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3030 学年论文 2 三下 课程必修

毕业论文 4 四上 课程必修

2-4实习/实践: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选课学期 课程说明

02132291 社会历史调查 2 二年级暑期进行调查,三上选课 课程选修

注:“社会历史调查”课程为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古典语文学项目同学的选

修课,所缺学分可用 “专业核心课”学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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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说明:需选修本系课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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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最早设置考古学科的学校。1922年,勇开风气之先的北

京大学就在国学门 (后改为文科研究所)设置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1934
年,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兼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46年,文

科研究所成立了以向达先生为主任的古物研究室,开始招收考古学研究生;1947年,又

成立了以胡适为首的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
苏秉琦先生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并将原北京大学古器物整理室、北京大学博物馆与燕京大

学史前博物馆合并为考古教研室文物陈列馆。1981年,考古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

定为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建立,宿白先生任第一

任系主任。1988年,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在考古学系中

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992年,考古学系与历史学系共同建立的北京

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始工作。1993年,为适应国家文物事业对文物保护人才的急

需,成立文物保护专业方向,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同年,一座比较现代化的考古与艺术

博物馆在未名湖畔落成。1998年,北京大学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办学,成立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院 (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学院),并新建立文物建筑专业方向,使北京大学的考古

学及博物馆学科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2年,正式成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北京大学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

学者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日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

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

重大贡献。
目前,本院共设两系,即考古学系和文化遗产学系,分辖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

周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文物保

护、文物建筑教研室。我院师资力量雄厚,院内教职员50多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

12人,助理教授8人。教员中有严文明、李伯谦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作为教学

科研的基础设施,本院拥有国内高校第一所考古专业博物馆———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以及旧石器、陶瓷标本室,丰富的藏品和良好的设施为展示本院的教学科研成果、开展合

作交流和进行学生教学实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院设备先进的科技考古实验室和文物保

护实验室,已经拥有碳14测年、热释光测年、冶金分析、成分分析、稳定同位素测定和

进行有机质、无机质、土遗址等各类材料文物保护实验的条件;新建立的文化遗产记录与

监测实验室承担了实践和研发文化遗产记录和监测技术的任务。未来,该实验室将为各类

型文化遗产的精细化记录和常态化监测,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保障。本院藏书丰富的图

书资料室及其附属的张政烺文库和苏秉琦书屋,为师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目

前,学院建有国家级的考古实验实践教学中心和国家级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随着

学科的发展,我院招生人数也在逐年递增。现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每年招收的本科

生人数在30~40人,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达50人。历年培养的学生总人数已有两千多



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并散布在世界许多国家,成为当地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中

坚力量。

二、 本科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学位授予

060103 考古学 Archaeology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4 文物与博物馆学 Museology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5T 文物保护技术 RelicsConservation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3 考古学 (文物建筑方向) HeritageArchitecture 4年 历史学学士

060106T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考
古学方向)

WorldHistoryandForeign
Languages(Archaeology)

4年 历史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院长 雷兴山

主管教学副院长 沈睿文

主管教学副院长 张剑葳

教务员 王小溪 86-10-62765797

·69·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考古学专业创建于1922年,是北京大学历史悠久的专业之一。具备完整系统的本、
硕、博招生和教学培养体系,并有博士后在站工作。考古学专业设有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

学、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明考古、佛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陶瓷考古、
田野考古学、科技考古等专业方向,体系完备、门类齐全,拥有一批蜚声海内外考古界的

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考古教学和科研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北京

大学考古学科全国排名第一,承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多项重要科研课

题,先后有19项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获奖,被誉为 “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和 “21世纪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从事考古、文物和博物馆等方面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人材。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地掌握所学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能

胜任实际工作的田野调查、测绘以及考古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等基本技能,对古代中国的

考古与社会有较广泛的了解,熟知科技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运用,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

和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

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本科生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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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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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上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下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下

02230010 感悟考古 本院 2 2 8 一上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本院 2 2 0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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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本院 2 2 0 一下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本院 1 2 0 三下

02231081 经典导读 本院 2 2 0 二上

注:可选 “古代东方文明”和 “古希腊罗马史”两门课替代 “世界史通论”;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111 中国考古学 (上一) 3 3 16 一下

02232102 中国考古学 (上二) 2 2 0 一下

02232103 中国考古学 (中一) 2 2 0 二上

02232104 中国考古学 (中二) 2 2 0 二上

02232105 中国考古学 (下一) 2 2 0 二下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 (下二) 2 2 0 二下

02230120 田野考古学概论 2 2 0 二下

02240290 田野考古实习 12 960 三上

02230471 科技考古 3 3 0 三下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6 0

毕业论文要求:毕业论文应当是考古学研究原创性成果,有一定的学术性创新。论文

写作必须遵守学术规范。章节划分、注释、参考书目格式应符合各学校学位管理部门的要

求。论文要求图文并茂,制图符合规范并注明来源。同时,在能够利用表格铺陈材料的情

况下尽量使用表格,以达到简明直观的效果。学位论文在引用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处,
严禁抄袭。

2-4学年论文: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562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本科生科研# 1~4

注:学年论文、本科生科研选择其一即可。与毕业论文论文选题不可重复。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1-1专题类课程:≥10学分

·001·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秋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02230440 丝绸之路考古 2 2 0 春季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秋季

02232300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2 2 0 春季

02230461 世界史前考古 2 2 0 春季

02231180 古罗马考古与艺术通论 2 2 0 秋季

02232230 地中海考古 2 2 0 秋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0 春季

02232260 古代民族考古 2 2 0 秋季

02230680 中国西南地区考古 2 2 0 秋季

新开课 考古史料学 2 2 0 春季

02231310 世界遗产概论 2 2 0 春季

02230412 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 3 3 0 春季

02230413 佛教考古导论 3 3 0 不定

02240011 中国建筑史 (上) 3 3 0 春季

02234040 世界考古学 (上) 2 2 0 春季

02234050 世界考古学 (下) 2 2 0 秋季

新开课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外销 2 2 0 春季

新开课 欧亚古代民族考古 2 2 0 春季

注:有*标记的课程为必选课程。

3-1-2理论、方法技术类课程:≥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961 田野考古技术专题* 3 3 16 二下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 春季

00136700 普通统计学# 3 3 0 不定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0 春季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4 4 0 秋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0 春季

02232291 水下考古学概论 2 2 0 不定

02230251 人体骨骼学 3 3 16 春季

02230261 动物考古 3 3 16 春季

02230281 植物考古 3 3 16 春季

新开课 毕业实习 1~4 大四

02230570 冶金考古 2 2 8 春季

02240370 古文字学通论 2 2 0 不定

02232280 体质人类学 2 2 0 春季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秋季

02240350 殷周金文通论 2 2 0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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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491 战国文字通论 3 3 0 不定

02232270 埋藏学 2 2 0 秋季

02232290 考古学与社会记忆 2 2 0 秋季

新开课 化学分析与考古学 2 2 4 春季

新开课 考古学中的动物与人类社会 2 2 0 春季

注:①有*标记的课程为必选课程。② “社会统计学” “普通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 “高等数学 (D
类)”“定量考古学”中至少选一门,注意先修课要求。③ “人体骨骼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不建

议同时都选。④毕业实习可能会影响大四修课。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3-2-1学部内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3450 古代典籍概要 中文系 4 4 0 秋季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中文系 2 2 0 春季

02033620 古典文献学基础 中文系 3 3 0 春季

02034841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上) 中文系 2 2 0 秋季

02033940 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系 4 4 0 春季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春季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历史学系 4 4 0 秋季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2320 先秦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330 秦汉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340 魏晋南北朝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8360 宋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2380 明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210 蒙古古代史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370 蒙元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2220 中国古代民族史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190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160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春季

02130180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330094/2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0095/6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2/1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4/3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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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30 逻辑导论 哲学系 3 3 0 秋季

04333021 美术概论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5 西方美术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3537706
古 代 美 索 不 达 米 亚

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6430 中印文化交流史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0180 古代东方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6190 印度文化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6240 印度宗教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0350 圣经概述和导读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0190 日本文化艺术专题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注:列表内每个院系所开课程中必选一门,学科基础课程中多选的人文学部课程学分可替代此部分学分。

4.非本专业选修课:≥8学分

(1)选课范围为全校开放选课课程;
(2)限选课程多选的学分可替代此部分选修课学分。

(二)港澳台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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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院系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限选课部分选

择 《中国历史文选》,则不可作为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三)留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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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院系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限选课部分选

择 《中国历史文选》,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61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50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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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本专业是为了适应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于1988年创办。至今,在国内外同行

的支持和帮助下,已经拥有一支博物馆学的专业教师队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
系统开设了博物馆学方面的课程,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两级教学体系。同时,还聘请了

多位在京的中国博物馆学和文物研究的知名学者担任专业课程的兼职教员和研究生导师,
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各类博物馆工作的专门人材,致力于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兼

具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能够胜任博物馆管理、展览策划、公众教育、文物研究等博物馆

事业的优秀人才。

三、 培养要求

要求学生系统学习和掌握博物馆展览策划、公众教育、藏品管理及博物馆运营等博物

馆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扩充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以

及艺术史的相关知识。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本科生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3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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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秋 季 学 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至

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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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上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下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下

02230010 感悟考古 本院 2 2 8 一上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本院 2 2 0 一上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本院 2 2 0 一下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本院 1 2 0 三下

02231081 经典导读 本院 2 2 0 二上

注:可选 “古代东方文明”和 “古希腊罗马史”两门课替代 “世界史通论”。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111 中国考古学 (上一) 3 3 16 一下

02232102 中国考古学 (上二) 2 2 0 一下

02232103 中国考古学 (中一) 2 2 0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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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104 中国考古学 (中二) 2 2 0 二上

02231060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 2 2 0 二上

02231070 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 3 4 0 二下

02232105 中国考古学 (下一) 2 2 0 二下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 (下二) 2 2 0 二下

02231280 文物鉴赏 2 2 0 二下

02231240 文物研究与鉴定 2 2 0 三下

新开课 博物馆教育 2 2 0 三下

02231270 博物馆实习 4 4 64 四上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6 0

毕业论文要求:对博物馆学及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研究。选题合理、论点明确、论据充

分、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语言表达规范。研究方法得当、会使用和梳理文献,遵守学术

规范。字数10000字以上。

2-4学年论文: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562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本科生科研 1~4
展览评论 1 三下

学年论文可用本科生科研或展览评论替代。所有论文选题不可重复。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3学分

3-1-1文物与博物馆类 :≥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40250 文化遗产管理 2 2 0 春季

02231310 世界遗产概论 2 2 0 春季

新开课 馆藏文物修复与保护 2 2 0 不定

02231290 博物馆发展史 2 2 0 春季

新开课 博物馆中的世界文明 2 2 0 不定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秋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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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秋季

02231177 中国文物赏析 2 2 0 秋季

新开课 中国文物赏析 2 2 0 秋季

新开课 中国古代玉器 2 2 0 春季

新开课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外销 2 2 春季

注:有*标记的课程为必选课程。

3-1-2考古与艺术类:≥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40290 田野考古实习* 12 960 三上

02230120 田野考古学概论* 2 2 16 二下

02230961 田野考古专题技术 3 3 0 二下

02230440 丝绸之路考古 2 2 0 春季

02231180 古罗马考古与艺术通论 2 2 0 春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0 春季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秋季

02232230 地中海考古 2 2 0 秋季

02230412 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 3 3 0 春季

02230680 中国西南地区考古 2 2 0 秋季

02230890 外国建筑史 2 2 0 春季

新开课 欧亚古代民族考古 2 2 0 春季

注:有*标记的课程为必选课程。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3-2-1学部内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历史学系 4 4 0 秋季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04615 古埃及艺术与建筑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春季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中文系 2 2 0 春季

02034841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上) 中文系 2 2 0 秋季

02033940 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系 4 4 0 春季

02033620 古典文献学基础 中文系 3 3 0 春季

02033450 古代典籍概要 中文系 4 4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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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94/2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0095/6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2/1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4/3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0030 逻辑导论 哲学系 3 3 0 秋季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4017 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文明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5 西方美术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3021 美术概论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3537706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6430 中印文化交流史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0180 古代东方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6190 印度文化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6240 印度宗教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0350 圣经概述和导读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0190 日本文化艺术专题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注:列表内每个院系所开课程中必选一门,学科基础课程中多选的人文学部课程学分可替代此部分学分。

4.非本专业选修课:≥5学分

(1)选课范围为全校开放选课课程;
(2)限选课程多选的学分可替代此部分选修课学分。

(二)港澳台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3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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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

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限选课部分选

择 《中国历史文选》,则不可作为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三)留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2-4学年论文:1~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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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3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限选课部分选

择 《中国历史文选》,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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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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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一、 专业简介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是为适应国家文物事业的需要而创办的,主要培养从事文物保护研

究、文物修复的专门人才。本专业招收理科考生,本科生毕业后还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和博士学位。本专业拥有自己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配备有先进的分析仪器及研究设备,具

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

二、 培养目标

文物保护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能根据文物保护原则利用自

然科学手段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不仅要掌握化学类专业所具备的知识与能力,还要掌握和理解考古学、博

物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以文理综合的思维方式对知识融合运用,建立对文物的多元理解

与认识,培养从事文物保护研究与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本科生

具体毕业学分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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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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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010 感悟考古 本院 2 2 8 一上

01034880 普通化学 (B) 化学学院 4 4 0 一上

01034920 普通化学实验 (B) 化学学院 2 4 64 一上

01034350 定量分析 化学学院 2 2 0 一下

01034360 定量分析实验 化学学院 2 4 64 一下

01030810 有机化学 (B) 化学学院 4 4 0 二上

01032711 有机化学实验 (B) 化学学院 2 4 64 二上

01030840 物理化学 (B) 化学学院 4 4 0 三上

01032720 物理化学实验 (B) 化学学院 2 4 64 三上

注:可以选化学A类课程替代B类课程。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401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 2 2 0 一上

02230990 文物保护材料学 2 2 0 二上

02240410 文物分析技术 2 2 4 二下

02230830 无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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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820 有机质文物保护及实验 4 6 64 三上

02230840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2 3 0 三下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三下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三下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1 2 0 三下

02230471 科技考古 3 3 0 三下

02231190 文物保护专业实习 3 240 大三暑假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6

毕业论文要求:论文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遵守学术规范。论文需要体现作者对文

物保护基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并能在论文中灵活应用;研究论证和实验过程符合客观事

实,论证过程与实验数据真实可靠,能够合理支持所得结论;论文格式符合学校规定与行

业标准;通过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写作过程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初步具

备独立解决本专业相关科研问题的能力。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3-1-1学院内课程:≥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 二上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234020 文物显微形态学分析实验 2 4 64 一上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二上

02231310 世界遗产概论 2 2 0 春季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0 秋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0 秋季

02230570 冶金考古 2 2 8 春季

新开课 陶瓷工艺学基础 2 2 0 春季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秋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0 春季

02240250 文化遗产管理 2 2 0 春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0 春季

新开课 化学分析与考古学 2 2 0 春季

本科生科研 1~4 0

注:①*课程为必修。②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科生科研项目;与毕业论文选题不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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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学部内课程:≥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学系 4 4 0 秋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5 西方美术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2330052/1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4/3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0001/3 哲学导论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哲学系 2 2 0 春季

注:①加 “*”课程为必修。②列表内每个院系所开课程中必选一门。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C (一)# 数学科学学院 4 4 0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C (二)# 数学科学学院 4 4 0 一下

00431121 普通物理* 物理学院 4 4 0 二下

00431200 普通物理实验 物理学院 2 4 64 二下

01034490 材料化学 化学学院 3 3 0 秋季

01034390 仪器分析 化学学院 2 2 0 秋季

01139350 普通生物学 (B) 生命科学学院 2 2 0 春季

01132630 生物化学 生命科学学院 4 4 0 秋季

01531180 地貌学 城环学院 3 3 0 春季

01231651 普通岩石学 (一) 地空学院 4 5 0 秋季

01231652 普通岩石学 (二) 地空学院 4 5 0 春季

01231430 地球化学 地空学院 3 4 0 秋季

01231300 宝石学 地空学院 2 2 0 春季

注:①至少选修一门高等数学类课程,也可选修高等数学B等。②*课程为必修。③以上为推荐课程,

实际选课范围为全校开放选课课程;限选课程多选的学分可替代此部分选修课学分。

(二)港澳台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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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①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自主选修课

部分选择 《古代典籍概要》,则不可作为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三)留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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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自主选修课部

分选择 《古代典籍概要》,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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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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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 (文物建筑方向)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998年,北京大学在考古学系增设文物建筑专业方向,从考古学角度开始建构建筑

遗产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建筑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管理能力的

高端人才。自创立以来,文物建筑已培养本、硕、博学生一百余人,大部分毕业生供职于

国内外的文物考古研究、建筑遗产管理及保护、文化遗产相关工程设计等单位以及高等院

校,从事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教育、管理等工作。

二、 培养目标和要求

文物建筑专业方向致力于培养文理交叉、理论与实践并重、应用性强的高素质专业

人才。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熟练掌握文物建筑勘察、测绘和价值研究能力,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

规划设计能力,遗产地建筑设计和表达能力。同时,还应掌握相应的历史学、考古学和文

物保护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美学修养。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大陆学生

具体毕业学分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4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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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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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0010 感悟考古 2 2 8 一上

02231021 中国文物建筑导论 2 2 0 一上

02233010 美术素描基础 4 6 48 一上

02231090 建筑初步 3 6 48 一上

02231100 建筑设计 (一) 3 6 48 一下

02233020 美术色彩基础 4 6 48 一下

02231110 建筑设计 (二) 3 6 48 二上

02230730 文物法规与行政管理 1 2 0 二下

02231081 经典导读 2 2 0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40011 中国建筑史 (上) 3 3 0 一下

02240012 中国建筑史 (下) 3 3 0 二上

02231150 中国传统建筑构造 4 6 0 二下

02231120 建筑设计 (三) 3 6 48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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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1130 建筑设计 (四) 3 6 48 三上

02233040 8 960 三下

02240140 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2 360 三下

02233050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理

论与方法
3 6 96 四上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6

毕业论文要求:可以就建筑考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利用为研究对

象,完成一篇不少于一万五千字的本科毕业论文,论文要求文字通顺,论述严谨,逻辑清

晰,结论明确,遵守学术规范。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2231140 计算机建筑制图* 2 2 96 二上

02233030
现代 建 筑 构 造 与 结 构 选

型*
2 2 9 二上

新开课 文物建筑修缮技术* 2 2 0 四上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 春季

02230120 田野考古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0 春季

新开课 建筑遗产保护概论* 2 2 0 三上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0 秋季

02231290 博物馆发展史 2 2 0 春季

02232106 中国考古学 (下二) 2 2 0 二下

02230961 田野考古技术专题 3 3 16 春季

02231180 古罗马考古与艺术通论 2 2 0 春季

02230411 中国石窟寺 2 2 0 秋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0 春季

02230890 外国建筑史 2 2 0 不定

02233080 中西建筑比较 2 2 0 不定

02230840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2 3 0 三下

本科生科研 1~4 0

注:①*课程为必修。②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科生科研项目。与毕业论文选题不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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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3-2-1学部内课程:≥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分 开课学期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学系 4 4 0 秋季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历史学系 4 4 0 秋季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历史学系 4 4 0 春季

02132160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春季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5 西方美术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3021 美术概论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2330094/2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02330095/6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2/1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3 2/3 0 春季

02330054/3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3 2/3 0 秋季

注:①*课程为必修。②列表内每个院系所开课程中必选一门。

3-1-2跨学部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1531710 文化地理学 城环学院 2 2 0 秋季

12639040 历史地理学导论 城环学院 2 2 0 秋季

01531900 人文地理 城环学院 2 2 0 秋季

01235350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地空学院 2 2 0 春季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社会学系 4 4 0 春季

00136700 普通统计学# 数学科学学院 3 3 0 不定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 春季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工学院 4 4 0 秋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0 春季 02230310

注:①以上为推荐课程,实际选课范围为全校开放选课课程。② “社会统计学”“普通统计学”“应用统

计学”“高等数学 (D类)”“定量考古学”中至少选一门,注意先修课要求。③限选课程多选的学分可

替代此部分选修课学分。

(二)港澳台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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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4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的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自主选修课部

分选择 《古代典籍概要》,则不可作为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三)留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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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4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自主选修课部

分选择 《古代典籍概要》,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40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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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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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考古学方向)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考古学方向)专业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

元培学院联合设立的复合专业。
本专业方向由考古文博学院负责考古学方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训练,由外国语学院负

责外语教学。

二、 培养目标

培养熟谙国外考古、具国际学术视野的外国考古学人才,并为相关学科输送高质量的

研究生人才。

三、 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

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交流,具备较好的听、说、读、
写、译等综合能力,同时对该语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具备初步的独立研究或实际工作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5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大陆学生

具体毕业学分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1~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4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6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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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1~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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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秋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上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下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一上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上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历史学系 4 4 0 一下

02232010 感悟考古 本院 2 2 8 一上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本院 2 2 0 一上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本院 2 2 0 一下

注:可选 “古代东方文明”、“古希腊罗马史”和 “中世纪欧洲史”中任意两门课代替 “世界史通论”。

2-2专业核心课:60学分

2-2-1 “考古学方向”专业核心课程: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4040 世界考古学 (上) 2 2 0 二上

02234050 世界考古学 (下) 2 2 0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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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与语种有关 区域考古 2 2 0 三上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 三下

02240290 田野考古实习 12 960 四上

02230120 田野考古学概论 2 2 0 春季

02230471 科技考古 3 3 0 四下

2-2-2 “外国语言部分”专业核心课程:≥33学分

A.阿拉伯语:3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8011 基础阿拉伯语 (一) 10 14 0 二上

03538012 基础阿拉伯语 (二) 8 10 0 二下

03538013 基础阿拉伯语 (三) 6 8 0 三上

03538014 基础阿拉伯语 (四) 6 8 0 三下

03538021 阿拉伯语视听 (一) 1 2 0 二下

03538022 阿拉伯语视听 (二) 1 2 0 三上

03538381 阿拉伯语口语 (一) 2 4 0 二上

03538032 阿拉伯语口语 (二) 1 2 0 二下

03538041 阿拉伯语阅读 (一) 1 2 0 二下

B.俄语: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501 基础俄语 (一) 6 12 0 二上

03730502 基础俄语 (二) 6 12 0 二下

03730503 基础俄语 (三) 5 10 0 三上

03730504 基础俄语 (四) 5 10 0 三下

03730031 俄语语法 (一) 2 4 0 三上

03730032 俄语语法 (二) 2 4 0 三下

03730751 俄语视听说 (一) 1 2 0 二下

03730752 俄语视听说 (二) 1 2 0 三上

03730753 俄语视听说 (三) 1 2 0 三下

03730881 俄罗斯国情 2 2 0 二上

03730882 俄罗斯国情 2 2 0 二下

C.日语: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2021 基础日语 (一) 7 12 0 二上

03532022 基础日语 (二) 6 10 0 二下

03532220 日语会话 2 4 0 二下

03532023 基础日语 (三) 6 10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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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2024 基础日语 (四) 6 10 0 三下

03532041 日语视听说 (一) 2 4 0 三上

03532042 日语视听说 (二) 2 4 0 三下

03532060 日语写作 2 2 0 三下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0 三下

D.德语: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2001 德语精读 (一) 7 14 0 二上

03632002 德语精读 (二) 7 14 0 二下

03632003 德语精读 (三) 6 12 0 三上

03632004 德语精读 (四) 6 12 0 三下

03632021 德语视听说 (一) 1 2 0 二上

03632022 德语视听说 (二) 1 2 0 二下

03632023 德语视听说 (三) 1 2 0 三上

03632024 德语视听说 (四) 1 2 0 三下

03632220 德语国家国情课 2 2 0 三上

03632210 德国历史 2 2 0 三下

E.法语:3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1001 法语精读 (一) 6 12 0 二上

03631002 法语精读 (二) 6 12 0 二下

03631003 法语精读 (三) 6 12 0 三上

03631004 法语精读 (四) 6 10 0 三下

03631021 法语视听说 (一) 1 2 0 二上

03631022 法语视听说 (二) 1 2 0 二下

03631023 法语视听说 (三) 1 2 0 三上

03631024 法语视听说 (四) 1 2 0 三下

03631091 法语泛读 (一) 2 2 0 二下

03631092 法语泛读 (二) 2 2 0 三上

03631093 法语泛读 (三) 2 2 0 三下

03631230 法语国家及地区概况 2 2 0 二下

F.西班牙语:3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3341 西班牙语精读 (一) 6 10 0 二上

03633342 西班牙语精读 (二) 6 10 0 二下

03633013 西班牙语精读 (三) 5 8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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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3014 西班牙语精读 (四) 5 8 0 三下

03633021 西班牙语视听 (一) 1 2 0 二下

03633022 西班牙语视听 (二) 1 2 0 三上

03633023 西班牙语视听 (三) 1 2 0 三下

03633041 西班牙语口语 (一) 1 2 0 二上

03633042 西班牙语口语 (二) 1 2 0 二下

03633043 西班牙语口语 (三) 1 2 0 三上

03633044 西班牙语口语 (四) 1 2 0 三下

03633530 西班牙语阅读 2 2 0 三上

03633210 西班牙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0 二上

03633220 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0 二下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毕业论文 6

毕业论文要求:毕业论文应当是考古学研究原创性成果,需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创新。
论文写作必须规范,论文的章节划分、注释、参考书目格式应符合各学校学位管理部门的

要求。论文要求图文并茂,制图符合规范并注明来源。同时,在能够利用表格铺陈材料的

情况下尽量使用表格,以达到简明直观的效果。学位论文在引用他人成果时必须注明出

处,严禁抄袭。
说明:学籍在考古文博学院且申请文学学士学位,需在外国语学院做毕业论文,不计

学分,所缺学分可用选修课程替代。

3.选修课程:≥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1-1考古学专业课:≥18学分

组别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考古

专题

02231180 古罗马考古与艺术通论 2 2 秋季

02232230 地中海考古 2 2 秋季

02230440 丝绸之路考古 2 2 春季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春季

02230461 世界史前考古 2 2 春季

02231310 世界遗产概论 2 2 春季

02232260 古代民族考古 2 2 秋季

02230412 佛教艺术和考古:南亚与中国 3 3 春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秋季

新开课 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外销 2 2 春季

新开课 欧亚古代民族考古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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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考古

专题

研究生课 中华文明的形成# 2 2 春季

研究生课 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专题# 2 2 秋季

考古

技术

02230961 田野考古专题技术* 3 3 春季

02230250 人体骨骼学 2 2 春季

02230260 动物考古学 2 2 春季

02230310 定量考古学 2 2 春季

02240390 植物考古学 2 2 春季

02232270 埋藏学 2 2 秋季

本科生科研 1~4

注:①每个课程组内至少选1门课。满足要求后学院所有 “考古学”专业课程都算可以计算为这部分学

分。②#课程与研究生合上。③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科生科研项目,与毕业论文选题不可重复。④*课

程必修。

3-1-2“外国语言部分”专业选修课:≥4学分

说明:外院所开该语种所有课程都可。与 “外国语言部分”专业核心课程学分相加超

过40学分。

3-1自主选修课:≥6学分

3-1-1学部内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9070 古代希腊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不定

02139080 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3080 罗马帝国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1760 非洲历史与文化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2560 土耳其历史、语言与文化概论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3660 亚洲史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3640 欧洲史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9190 非洲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3060 古典学导论 历史学系 2 2 0 不定

02132720 艺术史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131400 埃及学专题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历史学系 3 3 0 春季

02101672 古埃及语言文字与文化 历史学系 3 3 0 秋季

02104615 古埃及艺术与建筑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0050 世界上古史 历史学系 3 3 0 不定

02130060 世界中古史 历史学系 3 3 0 不定

02132500 日本古代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3080 罗马帝国史 历史学系 2 2 0 不定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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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2139070 古代希腊史 历史学系 2 2 0 春季

02131980 西方史学理论原著导读 历史学系 2 2 0 秋季

03537701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 (上)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7702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 (下)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833190 圣经释读 (英语授课) 外国语学院 2 2 0 不定

03834380 西方文化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0450 东方文学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0180 古代东方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秋季

03537702 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3537706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外国语学院 2 2 0 春季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055 西方美术史 (下) 艺术学院 2 2 0 春季

04333021 美术概论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4330159 古代近东艺术与建筑 艺术学院 2 2 0 秋季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哲学系 春季

3-1-2跨学部课程:≥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分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工学院 4 4 0 秋季

12639040 历史地理学导论 城环学院 2 2 0 秋季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社会学系 2 2 0 春季

03130130 社会统计与数据分析 社会学系 4 4 0 秋季

03130940 人类学导论 社会学系 2 2 0 春季

03132000 人类学理论 社会学系 3 3 0 秋季

03132010 人类学史 社会学系 2 2 0 秋季

03132020 人类学方法 社会学系 3 3 0 秋季

03132030 人类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3 3 0 春季

01531180 地貌学 城环学院 3 3 0 春季

01235350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地空学院 2 2 0 春季

注:①以上为推荐课程,实际选课范围为全校开放选课课程。②限选课程多选的学分可替代此部分选修

课学分。

(二)港澳台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5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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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1~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1-2通识教育课:4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6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31~37学分

1-1公共必修课: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院系公布培养方案

注意:1.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自主选修课

部分选择 《古代典籍概要》,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28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三)留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历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5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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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29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2通识教育课:4学分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60学分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6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29学分

1-1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1-3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详见学院公布培养方案。

说明: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学分。比如,限选课部分选

择 《中国历史文选》,则不可作为留学生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重复计算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3.选修课程:≥28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本科生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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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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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一、 学院简介

1.学院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大哲学系创建于1912年,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设立的哲学系。胡适、熊十力、
梁漱溟、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宗白华、朱光潜、冯定、贺麟、洪谦、张岱年

等学术大师先后在这里执教,形成了以学术为本、兼容并包、鼓励创新的学术氛围和学术

传统。百年来的北大哲学系奠定、引领了中国现代哲学专业教育的基本架构及发展方向,
在本科教学及人才培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2.教学科研单位组成

北大哲学系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佛

教与道教、基督教与宗教学原理、科学技术哲学等9个教研室,拥有外国哲学研究所、美

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大哲学教学与研究覆盖了当代

哲学学科的全部基础理论领域。

3.师资队伍结构

北大哲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66人。其中既有本校和

国内一流高校培养的优秀人才,也有从哈佛、剑桥、芝加哥、鲁汶、图宾根、东京大学等

国外知名大学引进的一流学者,同时还聘请了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资深学者出任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哲学系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级教学

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2人。

4.现有本科专业和教学支撑条件

北大哲学系设有3个本科专业,即哲学专业、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

向)、宗教学专业。同时设立了 “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等跨学科项目,为学生在

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开展跨学科学习提供条件。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101 哲学 Philosophy 4年 哲学学士

0101
哲学 (逻辑学与科学

技术哲学方向)
Philosophy(LogicandPhilosophyof

ScienceandTechnology)
4年 哲学学士

0101 宗教学 ReligiousStudies 4年 哲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仰海峰 yanghaifeng02@163.com

主管教学副院长 孟庆楠 meng_qingnan@126.com

教务管理人员 杨 宇 62755347 yangyuphil@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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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哲学专业创立于1912年,1914年开始招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哲学专业的开端。

2.师资队伍结构

哲学专业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66
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学

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哲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丰富的哲学史知识和较高的哲学思维能力的理论人才,以及具

有广博知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初步具备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

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哲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社会与文化

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9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40~4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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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 13 0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 大学英语课 2~8 ——— ———
大一、大二、大三。按大学

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0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6学分)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下)(三上)(2学分)替代。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4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

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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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一下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030021
02030022/

00137940

古代汉语 (上/下)/高等数学 D
(任选4学分)

4 4 0/16 一上

02130011/

02130012
02035201/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上/下)/中国古代

文学 (上/下)(任选4学分)
4 4 0 二上下

02132081/

03530450

世界史通论/东方文学 (任选2学

分)
2 2 0 二上下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40~46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选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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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9个模块中选择2个模块,并在该模块内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2)选择的2个模块中至少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3个模块中

的任意1个;
(3)模块中标记*的课程为必修;
(4)在选择的2个模块之外,另选修其他模块任意课程4~6学分。

类别 学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 8
中国哲学模块 8
外国哲学模块 8
理论哲学模块 6
逻辑学模块 6
实践哲学模块 6
美学类模块 6
宗教学模块 6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 6

3-1-1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二下

02330450 经典著作研究专题* 2 2 0 二下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三上

02311231 马克思历史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2 2 0 三下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三下

马克 思 《1857-1858年 经 济 学 手

稿》选读
2 2 0 三下

02330371 马克思国家理论研究 3 3 0 四上

02336192 德国古典法哲学专题 3 3 0 四上

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3 3 0 四下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 2 2 0 四下

02330500 环境哲学 2 2 0 四下

3-1-2中国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5040 中国古代思想世界 2 2 0 三上下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3320 近现代中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211 先秦哲学专题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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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3210 先秦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20 魏晋玄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31 宋明理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易学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202 孔子与老子 2 2 0 三上下

02335201 孟子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200 庄子哲学 2 2 16 三上下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16 三上下

02333202 《庄子》精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233 《周易本义》精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2 2 0 三上下

02333331
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

人物
2 2 0 三上下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3351 早期思想与古典语文 2 2 0 三上下

02337001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2 2 0 三上下

02337002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二) 2 2 0 三上下

02337003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三) 2 2 0 三上下

02337004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 (四) 2 2 0 三上下

3-1-3外国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10 近代哲学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运动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0 德国古典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0 俄罗斯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41 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传统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91 希腊化时期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1 西方古典思想 (一)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3 西方古典思想 (二)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811 法国哲学研究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6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373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1 俄罗斯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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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2 中世纪形而上学专题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032 古希腊语经典哲学文本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643 古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11 中世纪思想中的自由与责任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三上下

02335092 西方自由主义史 3 3 0 三上下

02333431 民主理论 3 3 0 三上下

02313880 种族批判哲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15042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3 3 0 三上下

02333160 现象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61 现象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三上下

02312341 比较哲学与多元化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720 现代欧陆哲学原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4010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形而上学原

理)
2 2 0 三上下

02333130 现代法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

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72 柏拉图的 《理想国》 2 2 0 四上下

02332961 黑格尔哲学引论 2 2 0 四上下

02336190 康德实践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6150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

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40 海德格尔的 《尼采》 2 2 0 四上下

02332950
海德格尔的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

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201 康德 《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3 3 0 四上下

02335091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13810 笛卡尔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751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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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理论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三上下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5逻辑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二下

02331210 集合论 3 3 0 二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三上下

02330035 哲学数学计算机中的逻辑 2 2 0 三上下

3-1-6实践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3930 伦理学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3970 伦理学专题I(自由问题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3980 伦理学专题II(生死问题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3950 伦理学专题III(人权与正义) 2 2 0 三上下

02333960 伦理学专题Ⅳ (伦理学与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33810 伦理学专题V (企业伦理) 2 2 0 三上下

02330670 中国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0660 西方伦理学史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911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4030 应用伦理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4020 环境伦理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211 西方政治思想 (中世纪) 2 2 0 三上下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 (现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976 《理想国》 3 3 16 三上下

3-1-7美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840 中国美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800 西方美学史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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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842 中国美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0812 西方美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411 艺术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8宗教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210 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20 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13 印度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160 道教史 2 2 0 三上下

3-1-9科学技术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501 美国环境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选修要求:
(1)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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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由 “与中国有关课程”
补足。

留学生免修大学英语,免修课程学分由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门语言或者中文系开设

的留学生课程补足。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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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创立于1987年,原为逻辑专业,2003年改

为现名。

2.师资队伍结构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

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66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

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哲学专业 (逻辑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方向)旨在培养兼具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背景的综

合型理论人才,以及能够从事科技传播、科技管理方面工作的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初步具备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

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哲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社会与文化

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41~4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1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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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 13 0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 大学英语 2~8 ——— ———
大一、大二、大三。按大学

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0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6学分)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下)(三上)(2学分)替代。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4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

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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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0130201 高等数学B (一) 5 6 16 一上

00132380/

04830260

概率统计B/理论计算机科学基础

(任选3学分)
3 3 0 二上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二上下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41~4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选修要求:
(1)下设4个模块,在每一模块中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2)模块中标记*的课程为必修。

类别 学分

外国哲学模块 2
理论哲学模块 2
逻辑学模块 8
科学技术哲学模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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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外国哲学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10 近代哲学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运动研究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0 德国古典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0 俄罗斯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41 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传统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91 希腊化时期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1 西方古典思想 (一)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73 西方古典思想 (二)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771 西方早期近代哲学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811 法国哲学研究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96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6180 中世纪哲学原著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373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070 近代欧洲哲学专题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3121 俄罗斯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42 中世纪形而上学专题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2910 启蒙哲学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032 古希腊语经典哲学文本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643 古希腊语哲学经典阅读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3111 中世纪思想中的自由与责任 3 3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320 当代认识论 3 3 0 三上下

02335092 西方自由主义史 3 3 0 三上下

02333431 民主理论 3 3 0 三上下

02313880 种族批判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15042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 3 3 0 三上下

02333160 现象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61 现象学导论 3 3 0 三上下

02333150 分析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三上下

02312341 比较哲学与多元化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3141 当代分析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720 现代欧陆哲学原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4010 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形而上学原理) 2 2 0 三上下

02333130 现代法国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72 柏拉图的 《理想国》 2 2 0 四上下

02332961 黑格尔哲学引论 2 2 0 四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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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6190 康德实践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191 康德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6150 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 2 2 0 四上下

02332970 柏拉图原著选读 2 2 0 四上下

02332930 亚里士多德原著选读 (《伦理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32940 海德格尔的 《尼采》 2 2 0 四上下

02332950 海德格尔的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2 2 0 四上下

02336201 康德 《纯然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3 3 0 四上下

02335091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9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02313810 笛卡尔哲学研究 3 3 0 四上下

02332751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 2 2 0 四上下

3-1-2理论哲学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340 形而上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二下

02330610 心灵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91 语言哲学 2 2 0 三上下

3-1-3逻辑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070 数理逻辑* 4 4 0 二下

02331210 集合论 3 3 0 二下

02331051 模态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031 一阶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15051 高级模态逻辑 4 4 0 三上下

02315320 知识的逻辑 3 3 0 三上下

02331121 形式语义学导论 4 4 0 三上下

02331240 公理集合论 3 3 0 三上下

02331221 模型论 3 3 0 三上下

02331160 直觉主义逻辑 2 2 0 三上下

02331370 数学结构 2 2 0 三上下

02331100 逻辑哲学 3 3 0 三上下

02331181 逻辑史 3 3 0 三上下

02331271 悖论研究 3 3 0 三上下

02331073 数理逻辑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191 哲学逻辑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260 逻辑应用专题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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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1360 数学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1320 逻辑史与逻辑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3-1-4科学技术哲学模块: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620 科学社会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5110 科学与宗教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0501 美国环境思想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50 博物学导论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35330 世界文明中的科学技术 2 2 0 二下或三上下

02319160 生物学哲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2自主选修课:21学分

选修要求:
(1)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由 “与中国有关的课

程”补足。
留学生免修大学英语,免修课程学分由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门语言或者中文系开设

的留学生课程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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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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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宗教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宗教学专业创立于1982年,1995年成立宗教学系,与哲学系联体运行,是国内最早

成立的宗教学系。

2.师资队伍结构

宗教学专业依托于哲学系宗教学系,拥有国内领先的师资队伍,共有中外籍在职教员

66人,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5人、青年学者1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青年教

学名师2人。

二、 培养目标

宗教学专业旨在培养兼具宗教学知识与哲学知识背景的综合型理论人才,以及能够从

事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工作的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使学生初步具备原典阅读与独立研究能力,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能

力与语言表达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宗教学素养处理现实工作中遇到的各种与宗教文化相关

的具体问题。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9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6学分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38~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8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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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6~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4~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 13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 大学英语课 2~8 ——— 0
大一、大二、大三。按大学英

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基

础)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60730020 军事理论课 2 2 0 一下

注:① 哲学系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3学分),以本系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6学分)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概论》(下)(三上)(2学分)替代。

② 新生入学后需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考试成绩编入4个等级,并修习该级别规定学分的课程。

A级8学分,B级6学分,C级4学分,C+级2学分。本系学生修完相应级别课程后,未满8学分的,

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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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16 一上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16 一下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一上

02030021/

02030022/

00137940

古代汉语 (上/下)/高等

数学D (任选一门)
4 4 0 一上

02130011/

02130012/

02035201/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上/下)/中

国古代文学 (上/下) (任
选4学分)

4 4 0 二上下

02132081/

03530450

世 界 史 通 论/东 方 文 学

(任选2学分)
2 2 0 二上下

2-2专业核心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102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104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16 一上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16 一下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16 一下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16 二上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 二上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0 二下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

2-3写作训练与论文: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哲学阅读与写作B 1 2 0 三上下

学年论文 1 0 三下

毕业论文 5 0 四上下

2-4实践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38~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选修要求:

·361·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下设6个模块,在每一模块中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

类别 学分

哲学模块 8
宗教学基础模块 2
基督教模块 3
伊斯兰教模块 2
佛教模块 3
道教模块 2

3-1-1哲学模块: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5100 知识论 2 2 0 二下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0 三上下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16 三上下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2 2 0 三上下

02332211 西方政治思想 (中世纪) 2 2 0 三上下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 (现代) 2 2 0 三上下

3-1-2宗教学基础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90 宗教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541 宗教人类学 2 2 0 三上下

宗教心理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220 宗教哲学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18300 宗教史专题 3 3 0 三上下

02318500 宗教与中西文明传统比较研究 2 2 0 三上下

02332200 宗教学经典著作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050 宗教学名著选读 3 3 0 三上下

02333050 古希腊语 3 3 0 三上下

02332610 拉丁语 4 4 0 三上下

·461·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3-1-3基督教模块: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210 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230 中国基督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42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32131 圣经导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240 基督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118 基督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140 东正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150 东正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141 东正教艺术 2 2 0 三上下

02333911 基督教伦理学导论 2 2 0 三上下

3-1-4伊斯兰教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058 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34 伊斯兰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25 伊斯兰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02332080 古兰经导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024 中国伊斯兰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35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2 2 0 三上下

02318373 伊斯兰哲学研究专题 3 3 0 三上下

3-1-5佛教模块: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013 印度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336 中国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0730 日本佛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460 藏传佛教导论 2 2 0 三上下

南传佛教导论 2 2 0 三上下

02332338 印度佛教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017 中国佛教经典选读 2 2 0 三上下

02332321 佛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410 佛教哲学 2 2 0 三上下

02314300 佛教文献学 2 2 0 三上下

02332323 《坛经》 2 2 0 三上下

02332390 天台宗研究 2 2 0 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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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道教模块: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2160 道教史 2 2 0 三上下

02332072 道教专题 2 2 0 三上下

02332071 道教原典 2 2 0 三上下

3-2自主选修课:18学分

选修要求:
(1)选修的非本专业课程一般不超过10学分;
(2)如修读辅修专业,选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

不超过10学分;
(3)如参加跨学科项目,选修项目培养方案中的非本专业课程可计入本类学分,且可

超过10学分;
(4)如开展跨学科科研,确有相关学习需求,经项目或论文指导教师同意,选修的非

本专业课程可超过10学分。

3-3外语类选修课:0~6学分

学生根据入学英语分级考试所确定的等级,修完相应级别的大学英语课程后,未满8
学分的,须选修二外或英语授课的哲学专业课程来补足8学分。

六、 其他

港澳台学生免修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由 “与中国有关的课

程”补足。
留学生免修大学英语,免修课程学分由英语及母语以外的第三门语言或者中文系开设

的留学生课程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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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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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同文”,即通识

各国语文;“馆”也就是今天的 “学院”。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国立外国语学院,也是北京

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之一。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于1999年6月由英语语言文学系、东方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四个系组建而成,现下设英语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

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葡萄牙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言文化系、日本语言文化

系、南亚学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西亚语言文化系、朝鲜 (韩国)语言文化系、亚非语

言文学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研究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

心、语言中心,共计12个系2个所2个中心;拥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

宾语、印地语、梵巴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20个本科语种专业。与元培学院、
历史系共建有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与元培学院、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开设外国语言与

外国历史专业-外国考古方向。
除招生语种外,学院还拥有近40种外语 (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及跨境语言资源可

用于教学和科研,如意大利语、荷兰语、马来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爪哇语、孟加拉

语、土耳其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伊博语、阿姆哈拉语、约鲁巴语、乌克兰语、亚美

尼亚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库尔德语等现代语言;拉丁语、古希腊

语、古冰岛语、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 (巴列维语)、苏美尔语、
赫梯语、乌伽里特语、吕西亚语、楔形文字、象形文字鲁维语、古埃及象形文字、吐火罗

语、于阗语、古俄语等古代语言;藏语、蒙语、满语等少数民族及跨境语言。目前学院开

课语言和研究语言的数量仍在稳步增加。
学院共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的英

语语言文学专业和印度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亚非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学院拥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 “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

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以及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南亚语种群、东南亚语种群等4个高等

学校特色专业。在学院所属的12系2所2个中心,除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世界文学研究所只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只招收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外,其他各系均招收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层次的学生。学院现有在校学生

1295名,其中本科生762名,硕士研究生342名,博士研究生192名。
目前学院现有教师系列222人,其中教授57人,长聘副教授5人,预聘副教授1人,

助理教授37人,副教授83人,教学副教授2人,讲师38人;博士后12人。
本学科的优势特色总体可概括为 “人文为本,多元并存,交叉发展”。
学院形成了人才培养的一整套思路,主要内容是: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出发,

充分利用北大多学科的资源优势,将外语专业的本科生置于这个大环境下培养;加强专业



主干基础课,增加专题课和选修课,鼓励学生修读全校高水平的通选课;为造就新一代有

着良好人文素养、富于创造精神和具有多学科知识基础的外语专业人才而努力。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学位授予

050232 葡萄牙语 Portuguese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1 英语 English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2 俄语 Russian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3 德语 German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4 法语 French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5 西班牙语 Spanish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6 阿拉伯语 Arabic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7 日语 Japanese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8 波斯语 Peisian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49 朝鲜语 Korean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0 菲律宾语 Philippine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1 梵语巴利语 SanskriandPali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2 印度尼西亚语 Indonesia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3 印地语 Hindi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4 缅甸语 Burmese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5 蒙古语 Mongolian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6 泰语 Thai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7 乌尔都语 Urdu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8 希伯来语 Hebrew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050259 越南语 VietnameseLanguage 4年 文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院长 宁 琦 62751576
主管教学副院长 付志明 62765002
教务办公室主任 崔桂红 62754090

教务 邵晓梅 62756338
教务 李 宁 6276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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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阿拉伯语言文化系的前身是原东方学系阿拉伯语言文化专业,建立于1946年,是中

国高校建立最早的阿拉伯语专业。半个多世纪以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积累了丰富的

阿拉伯语教学经验和雄厚的师资力量。现有本科、硕士、博士等3个教学层次,在教师的

科研与研究生招生、培养方面区分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文学、阿拉伯历史文化与中东研究

等4个方向。
阿拉伯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通用于西亚北非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地区在古

代曾产生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地区。目前,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政治、经济、贸

易、文化交流各个方面迅速发展,并且有着广阔的前景。
阿拉伯语系本科阶段的学制为4年,培养的学生要求专业阿拉伯语在听、说、读、

写、译五方面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汉语基础以及宽广的知识面和良好的素质。学生

除了完成阿拉伯语专业必修课、接受全面系统的阿拉伯语语言训练和文化知识外,还要完

成英语、计算机等全校性必修课以及哲学与心理学、数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艺术等全校

性通选课,同时还要选修本系开设的阿拉伯文学、阿拉伯历史文化、阿拉伯世界现状以及

其他院系开设的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及相关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的课程。
目前阿拉伯语系师资队伍结构较为合理,有教授2名,副教授3名,讲师3名,助理

教授2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阿

拉伯语教学以及与阿拉伯、中东国家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专门

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本专业学生应扎实地掌握所学的阿拉伯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基础知

识,掌握阿拉伯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历史、
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

知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
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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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5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1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 一 学 期。详 见 《北 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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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 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详见 《北京大学

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

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

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希伯来语辅修或者公共波斯语、公共土耳其语、公共希伯来

语、公共库尔德语等中东语言课程来补足学分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时间

当代阿拉伯世界 2 2 一上

03538390 中东史 2 2 二上

03538095 阿拉伯戏剧与实践 2 2 三上

03538099 阿拉伯诗歌选读 2 2 三下

03538100 阿拉伯小说选读 2 2 三下

03538190 阿拉伯文学史 2 2 三上

03538098 阿拉伯古代史文献选读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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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时间

03538105 阿拉伯语语言学入门 2 2 三上

03538110 阿拉伯电影赏析 2 2 三上

03538104 阿拉伯语书法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下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8011 基础阿拉伯语 (一) 10 14 一上

03538012 基础阿拉伯语 (二) 8 10 一下

03538013 基础阿拉伯语 (三) 6 8 二上

03538014 基础阿拉伯语 (四) 6 8 二下

03538180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2 2 一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的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新开课
中东 研 究 经 典 著 作 导 读 与 学 术

写作
0 2 一下

新开课 阿拉伯语专业职业规划 0 1 二上

中东研究讲座 不限学期

注:聆听中东研究讲座不少于15次。

3.选修课程:5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8381 阿拉伯语口语 (一) 2 4 一上

03538050 阿拉伯语语法 2 2 二上

03538041 阿拉伯语阅读 (一) 1 2 一下

03538032 阿拉伯语口语 (二) 1 2 一下

03538021 阿拉伯语视听 (一) 1 2 一下

03538042 阿拉伯语阅读 (二) 1 2 二上

03538022 阿拉伯语视听 (二) 1 2 二上

03538061 阿拉伯语写作 (一) 2 2 二下

03538081 阿拉伯语翻译教程 (一) 2 2 三上

03538071 阿拉伯语口译 (一) 1 2 三上

03538062 阿拉伯语写作 (二) 2 2 三上

03538033 阿拉伯语口语 (三) 1 2 二上

03538093 阿拉伯语阅读 (三) 1 2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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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8034 阿拉伯语口语 (四) 1 2 二下

03538023 阿拉伯语视听 (三) 1 2 二下

03538230 开罗方言 2 2 二下

03538221 阿拉伯报刊文选 (一) 2 2 三上

03538096 阿拉伯散文选读 2 2 三上

03538082 阿拉伯语翻译教程 (二) 2 2 三下

03538072 阿拉伯语口译 (二) 1 2 三下

03538222 阿拉伯报刊文选 (二) 2 2 三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03538097 北非历史文献选读 2 2 三上

03530530 当代中东研究 2 2 四上

03538111 悬诗赏析 2 2 四上

03538103 阿拉伯艺术概论 2 2 四下

新开课 当代以色列研究 2 2 四上

新开课 《一千零一夜》赏读 2 2 三下

新开课 马哈福兹 《开罗三部曲》赏读 2 2 四上

新开课 塔哈·侯赛因 《日子》赏读 2 2 四上

03538112 中东中亚研究 2 2 三上

新开课 穆太奈比诗歌赏读 2 2 四下

03538094 现当代阿拉伯文学 2 2 四下

新开课 纪伯伦作品选读 2 2 三上

新开课 阿拉伯修辞学基础 2 2 三下

新开课 马穆鲁克历史研究 2 2 四上

新开课 阿拉伯语同声传译基础 2 2 四上

新开课 开罗方言电影对白习练 2 2 三上

新开课 叙利亚方言 2 2 三下

新开课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2 2 四下

新开课 中东的宗教与社会 2 2 四上

新开课 阿拉伯哲学导论 2 2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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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2.荣誉学位基本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 (由各院系自行确定统计标准)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

前30%。
(4)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并通过评审,或申请获得 “研究课程”学

分并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性论文1篇以上。
(5)毕业论文获得优秀评价 (≥85分)。
(6)完成1门以上除阿拉伯语以外的中东语言公共课程。
(7)至少参加1次以上全国性阿语相关的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 (三等奖及以上)。
(8)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应当不低于18学分的自主课程

(或跨学科课程、辅修课程可替代)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其中,荣誉课程中的自主选修课程至少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03538097 北非历史文献选读 2 2 三上

03530530 当代中东研究 2 2 四上

03538111 悬诗赏析 2 2 四上

03538103 阿拉伯艺术概论 2 2 四下

新开课 当代以色列研究 2 2 四上

新开课 《一千零一夜》赏读 2 2 三下

新开课 马哈福兹 《开罗三部曲》赏读 2 2 四上

新开课 塔哈·侯赛因 《日子》赏读 2 2 四上

03538112 中东中亚研究 2 2 三上

新开课 穆太奈比诗歌赏读 2 2 四下

03538094 现当代阿拉伯文学 2 2 四下

新开课 纪伯伦作品选读 2 2 三上

新开课 阿拉伯修辞学基础 2 2 三下

新开课 马穆鲁克历史研究 2 2 四上

新开课 阿拉伯语同声传译基础 2 2 四上

新开课 开罗方言电影对白习练 2 2 三上

新开课 叙利亚方言 2 2 三下

新开课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 2 2 四下

新开课 中东的宗教与社会 2 2 四上

新开课 阿拉伯哲学导论 2 2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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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誉课程中的跨院系选修课程至少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2030330 民俗学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6 4

01833850 传播学研究方法 3 3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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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波斯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波斯语言文化专业建于1957年,是国内高校中最早设立的波斯语专业。专

业建立60余年来,招收本科生以及波斯语言和文学、伊朗历史与文化两个方向的硕士研

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总计约300人,目前他们分别在外交、文化、媒体、经贸、
科研和国内外公司任职。在致力于教学的同时,本专业的教师还积极开展科研活动,先后

编纂出版了 《波斯语教程 (1-4册)》《波斯语-汉语词典》《汉语-波斯语词典》《汉语波斯

语-波斯语汉语成语词典》《波斯语实用口语》《波斯文学史》《伊朗通史》《波斯经典文库》
等教材、工具书、专著和译著。其中,《波斯语-汉语词典》1995年7月获国家新闻出版署

首届辞书二等奖;《汉语-波斯语词典》1998年6月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98年

12月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同时还获伊朗1998年度最佳图书奖;《波
斯经典文库》获2003年中国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六届中国国家图

书奖荣誉奖,以及2003年伊朗第十届国家图书奖。
本专业现有教职工总计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各一人,博士后研

究人员两人,均具有博士学位,拥有丰富的教学科研能力。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波斯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专

门人才。本科生在校4年,除了全面、系统地学习波斯语言的阅读、视听说、写作、翻译

等方面的技能以外,还要接受伊朗概况、文化、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素质教育,以

适应毕业后多方面工作的需要。学生毕业时应修满所需全部学分,完成符合学术规范的毕

业论文,成为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

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或研究型专门人材。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地掌握波斯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具备胜任实际工作的

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波斯语对象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

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英语水平

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同时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

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工作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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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39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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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详见 《北京

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 假 结 束。详 见 《北 京 大

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 8 月 修

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

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面 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

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97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701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 (上) 2 2 一上

03537702 伊朗历史文明概论 (下) 2 2 一下

03537511 波斯语视听说 (上) 1 2 一下

03537512 波斯语视听说 (下) 1 2 二上

03537681 波斯语口语 (上) 2 2 二下

03537682 波斯语口语 (下) 2 2 三上

03537551 波斯语写作 (上) 2 2 二上

03537552 波斯语写作 (下) 2 2 二下

03537611 波斯文学史 (上) 2 2 三上

03537612 波斯文学史 (下) 2 2 三下

03537531 波斯语散文 (上) 4 4 三上

03537532 波斯语散文 (下) 2 2 三下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671 基础波斯语 (一) 9 12 一上

03537502 基础波斯语 (二) 7 10 一下

03537503 基础波斯语 (三) 7 10 二上

03537504 基础波斯语 (四) 7 10 二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537691 波斯语报刊阅读 (上) 2 2 三上

03537692 波斯语报刊阅读 (下) 2 2 三下

03537620 波斯语-汉语翻译 2 2 三上

03537600 波斯语语法 2 2 三下

03537631 汉语-波斯语翻译 (上) 2 2 三下

03537650 波斯古今散文研读 2 2 四上

03537591 波斯语诗歌选读 (上) 2 2 四上

03537592 波斯语诗歌选读 (下) 2 2 四下

03537571 波斯语小说 (上) 2 2 四上

03537572 波斯语小说 (下) 2 2 四下

03537601 中伊交流史 (上) 2 2 四上

新开课 中伊交流史 (下) 2 2 四下

03537540 波斯语阅读 2 2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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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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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朝鲜 (韩国)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朝鲜 (韩国)语言文化系前身为国立东方语专韩国语科,创建于1945年,
是国内高校中设立最早的朝鲜语专业。本专业共有7名教师,其中教授1人、长聘副教授

1人、副教授2人、助理教授1人、讲师2人,所有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此外,本专业

还聘任若干名韩国籍教师承担基础课的教学工作。
朝鲜 (韩国)语言文化系以培养高尖端的朝鲜、韩国语人才为目标,每年招收朝鲜

(韩国)语零起点的本科生和朝鲜、韩国语言文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为本

科生开设基础韩国 (朝鲜)语、高级韩国 (朝鲜)语、韩国 (朝鲜)语视听说、韩国 (朝
鲜)社会与文化导论、韩国 (朝鲜)经济等课程,在实际教学中以训练学生的朝鲜 (韩
国)语基本功为重点,注重对学生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训练,同时兼顾朝鲜 (韩国)文化

知识的传授及人文素质的培养。另外,还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赴朝鲜、韩国进行语言实习

的机会,鼓励学生在学好专业课的基础上攻读经济、国际关系、艺术等专业的第二学位或

辅修专业。强调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力争把学生培养成为既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知识,又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适应能力的外语人才。专业创立70余年来,已培养本、
硕、博毕业生700余名,他们活跃在教育、科研、外交、外贸、文化、新闻、出版等各领

域,为国家建设及中朝、中韩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培养目标

朝鲜 (韩国)语言文化专业通过本土教学、国际交流、教研模式、交叉培养等方式,
培养热爱祖国,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通晓国际规则,具有扎实的朝鲜

(韩国)语语言、文学、文化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思辨创新能力和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毕业后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

国际竞争,能够从事外交、商务、国际文化交流等涉外工作和新闻出版、外语教育与研究

等教育科研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国际化、多元化朝鲜 (韩国)语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在素质方面,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

品质、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学科素养、人文与科学素养、合作

精神和创新精神,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在知识方面,本专业要求学生扎实掌握朝鲜 (韩国)语言知识、文学知识、文化知识

和国情知识,对韩国、朝鲜的社会、历史、文学、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

广泛的了解。要求学生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和世界文化知识,了解朝鲜 (韩国)相关专

业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应具有充分的潜能成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的高素质人才,推动自己的领域进入本行业或者本学科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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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力方面,本专业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能胜任实际工作的朝鲜 (韩国)语听、说、
读、写、译等实际运用能力、良好的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国际事务参与能力、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好的适应

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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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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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核心课: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03531401 基础韩国 (朝鲜)语 (一) 8 10 一上

03531402 基础韩国 (朝鲜)语 (二) 8 10 一下

03531403 基础韩国 (朝鲜)语 (三) 8 10 二上

03531404 基础韩国 (朝鲜)语 (四) 8 10 二下

2-2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589 中韩 (朝)翻译 3 4 四上

03531569 韩 (朝)中翻译 3 4 三下

03531611 韩国 (朝鲜)文学简史 (上) 2 2 三下

03531612 韩国 (朝鲜)文学简史 (下) 2 2 四上

新开课 韩国 (朝鲜)社会与文化专题 2 2 二下

新开课 韩国 (朝鲜)社会与文化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韩国 (朝鲜)语时事新闻解读 (上) 2 2 四上

新开课 韩国 (朝鲜)语时事新闻解读 (下) 2 2 四下

03531730 韩国 (朝鲜)历史 2 2 二上

03531820 韩国 (朝鲜)语言学概论 2 2 三上

新开课 韩国 (朝鲜)语阅读与写作 2 2 三上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531801 韩国 (朝鲜)语视听说 (一) 2 4 一上

03531802 韩国 (朝鲜)语视听说 (二) 2 4 一下

03531803 韩国 (朝鲜)语视听说 (三) 2 4 二上

03531804 韩国 (朝鲜)语视听说 (四) 2 4 二下

03531811 高级韩国 (朝鲜)语 (一) 5 8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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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531812 高级韩国 (朝鲜)语 (二) 5 8 三下

03531813 高级韩国 (朝鲜)语 (三) 2 4 四上

03531814 高级韩国 (朝鲜)语 (四) 2 4 四下

新开课 高级韩国 (朝鲜)语听说 (上) 2 2 三上

新开课 高级韩国 (朝鲜)语听说 (下) 2 2 三下

新开课 韩国 (朝鲜)政治经济 2 2 二下

03531851 韩国 (朝鲜)文学作品选读 (上) 2 2 三下

03531852 韩国 (朝鲜)文学作品选读 (下) 2 2 四上

03531760 当代韩国 (朝鲜)政治外交史 2 2 四上

03531890 韩国 (朝鲜)语口译 2 2 四上

03531860 韩国 (朝鲜)民俗 2 2 二上

03531540 韩国 (朝鲜)语语法 2 2 三上

03530490 韩国大众媒体与流行文化 2 2 四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2.荣誉学位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应在以下荣誉课程中修满不低

于18学分的荣誉课程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课程名称

中韩 (朝)翻译

韩 (朝)中翻译

韩国 (朝鲜)文学简史 (上)

韩国 (朝鲜)文学简史 (下)

韩国 (朝鲜)社会与文化专题

韩国 (朝鲜)社会与文化导论

韩国 (朝鲜)语时事新闻解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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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韩国 (朝鲜)语时事新闻解读 (下)

韩国 (朝鲜)历史

韩国 (朝鲜)语言学概论

韩国 (朝鲜)语阅读与写作

(5)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申请获得 “研究课程”学分,并获得

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6)申请学生为第一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1篇学术论文或作为第一译者

翻译出版1本译著。
(7)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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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德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拥有全国一流的师资力量,在职教员14名,其

中教授4名,副教授3名,讲师4名,助理教授3名,全部获得国内外著名大学德语语言

或文学博士学位,是一支出色的从事德语语言文学研究、教学以及翻译的教师团队。文学

教学与研究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的特色、根基和传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语系在教学

和科研方面硕果累累。从 《尼伯龙人之歌》到 《痴儿西木传》,从歌德、席勒到海涅、凯

勒,从托马斯·曼、黑塞、德布林、穆齐尔再到马丁·瓦尔泽的名家名作的翻译和研究,
以及文学史的撰写 (如新出版的五卷本 《德国文学史》)和专题研究,德语系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德语系洋溢着浓郁的国际化学术氛围,为学生接触学术前沿,感受德语国家文化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德语系长期聘请来自德语国家的高水平文教专家担任客座讲师,每年

都有来自德国名校的著名教授前来讲学,德语国家各界知名人士经常做客北大。德语系所

有学生都能通过北大与德语国家大学的校际交流项目获得出国交流深造的机会。

二、 培养目标

德语专业一面致力于全面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德语语言能力,一面注重学生人文素质培

养,在包括历史、社会、哲学、宗教在内的深厚而广阔的知识基础之上进行文学教学,使

学生得以最大限度地从 “诗人和哲人”创造的德意志文化中汲取营养,成为高水平的德语

语言、德语国家文化使者和德国问题专家,为国家各大部委、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内

外大型企业输送德才兼备的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经过四年的专

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坚实的德语语言基础和熟练的听、说、读、写、译的能

力,掌握德语国家的文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学生通过各类深

度学习、自主学习课程学习,可以有选择地、个性化地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研究和实

践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提高,也可以利用综合大学的资源优势,有计划地进行跨专业和跨

学科课程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成为有创新能力的综合性人才。学生毕业时,应具有较广

的国际视野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善于认识和理解社会和世界,具有良好人文素质、
富于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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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3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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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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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2021 德语视听说 (一) 2 1 一上

03632022 德语视听说 (二) 2 1 一下

03632023 德语视听说 (三) 2 1 二上

03632024 德语视听说 (四) 2 1 二下

03632041 德语笔译 (一) 2 2 三上

03632042 德语笔译 (二) 2 2 三下

03632043 德语笔译 (三) 2 2 四上

03632044 德语笔译 (四) 2 2 四下

03632053 德语口译 (上) 2 2 三上

03632054 德语口译 (下) 2 2 三下

03632190 德语文学批评选读 2 2 四上

03632210 德国历史 2 2 二下

03632220 德语国家国情课 2 2 一上

03632410 德语文学研究导论 2 2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632001 德语精读 (一) 7 14 一上

03632002 德语精读 (二) 7 14 一下

03632003 德语精读 (三) 6 12 二上

03632004 德语精读 (四) 6 12 二下

03632621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一) 2 2 三上

03632622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二) 2 2 三下

03632623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三) 2 2 四上

03632624 德语国家文学史与选读 (四) 2 2 四下

2-3毕业论文:0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2029 德语高级听力 2 2 四上

03632089 德语散文名篇选读 2 2

03632103 德语长篇小说专题 (上) 2 2 四上

03632104 德语长篇小说专题 (下) 2 2 四下

03632110 德国文化史 2 2 二下

03632130 奥地利、瑞士文学 2 2 二下

03632181 德语语言学导论 (一) 2 2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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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2182 德语语言学导论 (二) 2 2 二上

03632200 德语中短篇小说研究 2 2 三下

03632230 德语语法专题 2 2 二下

03632270 德语国家诗歌 2 2 三上

03632280 德语国家戏剧 2 2 三下

03632291 德语写作 (上) 2 2 三上

03632292 德语写作 (下) 2 2 三下

03632331 《圣经》与德语文学 2 2 二上

03632340 跨文化交际 2 2 二下

03632390 德语词汇学 2 2 三上

03632400 德语思想史名篇选读 2 2 三下

03632420 德语语言史 2 2 三下

03632430 语言学理论与学派 2 2 二下

03632440 德国研究学术前沿 2 2 一下

3-2自主选修课:10学分

以下为推荐课程,其中人文学部课程 (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

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

一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秋季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春季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03632630 德语名家中国著述选读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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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1) 3 3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2) 3 3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3) 3 3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4) 3 3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2030021 古代汉语 (上) 4 4

02030022 古代汉语 (下) 4 4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02133640 欧洲史 2 2

02130020 中国近代史 4 4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4 4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2335063 西方哲学史 (上) 3 3

02335065 西方哲学史 (下) 3 3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330085 中国哲学史 (上) 3 3

02330087 中国哲学史 (下) 3 3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无 (多次)学术警告;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

标准。

2.荣誉学位要求

细则:北京大学荣誉学士学位的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优秀学术创新型人才培养,提高学生探求真知的热情,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和深

度学习,鼓励积极参与实践创新,学校特设立北京大学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8个学期总平均绩点 (由各院系自行确定统计标准)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

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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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8个学期,应当选修不低于18学分的荣誉课

程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至少18学分但不限于本专业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2270 德语国家诗歌 2 2 三上

03632280 德语国家戏剧 2 2 三下

03632200 德语中短篇小说研究 2 2 三下

03632400 德语思想史名篇选读 2 2 三下

03632103 德语长篇小说专题 (上) 2 2 四上

03632104 德语长篇小说专题 (下) 2 2 四下

03632291 德语写作 (上) 2 2 三上

03632292 德语写作 (下) 2 2 三下

03632331 《圣经》与德语文学 2 2 二上

03632130 奥地利、瑞士文学 2 2 二下

德语文学语境与古希腊语 2 2
欧洲文学选读 2 2

(5)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申请获得 “研究课程”学分,并获得

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6)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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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俄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所设本科专业。前身是京师同文馆俄文馆

(1863),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1920年成立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52
年,由曹靖华先生主持重建俄语系,1999年合入外国语学院。本专业主要培养俄罗斯语

言、文学及文化方面的专业人才;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综合能力强是其学生的

特色。
现有教师19名,包括教授6人,副教授10人,讲师1人,预聘制副教授1人,助理

教授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6人。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基本功扎实、具有广博国际视野和文化素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

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

应用型专门人材,以及具备初步特定学科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通过进一步学习和提高,
能从事特定学科专业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地掌握俄语语言、俄国文学及文化的基础知识和能胜任

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俄国及周边国家的社会、历史、文

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

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

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5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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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选修课程:5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33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大学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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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650 俄语语音 1 2 一上

03730751 俄语视听说 (一) 1 2 一下

03730752 俄语视听说 (二) 1 2 二上

03730031 俄语语法 (一) 2 4 二上

03730871 俄语口语会话 (一) 1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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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032 俄语语法 (二) 2 4 二下

03730551 俄译汉教程 (上) 1 2 三上

03730541 俄语写作 (上) 1 2 三上

03730311 俄罗斯文学选读 (上) 1 2 三上

03730381 俄语报刊阅读 (一) 1 2 三上

03730511 高级俄语 (一) 3 6 三上

03730132 俄语实践修辞 1 2 三下

03730811 汉译俄教程 (上) 1 2 三下

03730512 高级俄语 (二) 3 6 三下

03730513 高级俄语 (三) 2 4 四上

03730514 高级俄语 (四) 2 4 四下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501 基础俄语 (一) 6 12 一上

03730502 基础俄语 (二) 6 12 一下

03730503 基础俄语 (三) 5 10 二上

03730504 基础俄语 (四) 5 10 二下

03730071 俄罗斯文学史 (一) 2 2 二上

03730072 俄罗斯文学史 (二) 2 2 二下

03730881 俄罗斯国情 (上) 2 2 一上

03730882 俄罗斯国情 (下) 2 2 一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5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111 俄语阅读———文化背景知识 (一) 1 2 一下

03730490 俄罗斯艺术史 2 2 二上

03730112 俄语阅读———文化背景知识 (二) 1 2 二上

03730113 俄语阅读———文化背景知识 (三) 1 2 二下

03730753 俄语视听说 (三) 1 2 二下

03730872 俄语口语会话 (二) 1 2 二下

03730740 中俄文化交流史 2 2 三上

03730761 俄语新闻听力 (上) 1 2 三上

03730312 俄罗斯文学选读 (下) 1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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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730542 俄语写作 (下) 1 2 三下

03730382 俄语报刊阅读 (二) 1 2 三下

03730812 汉译俄教程 (下) 1 2 四上

03730813 20世纪俄国文学专题 2 2 四上

03730301 俄语口译 (上) 1 2 四上

03730873 19世纪俄国文学专题 2 2 四下

03730302 俄语口译 (下) 1 2 四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自主专业选修课:不少于13学分。

3-2-1语言深度学习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730720 普通语言学概论# 2 2 一上

03730620 俄语快速阅读 1 2 二下

03730120 俄语功能语法学# 4 4 三上

03730140 俄语应用文 2 2 三上

03730552 俄译汉教程 (下)# 2 2 三下

03730762 俄语新闻听力 (下) 1 2 三下

3-2-2文学与文化深度学习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730739 文学理论基础# 2 2 一下

03730170 俄苏诗歌 2 2 三下

03730680 俄罗斯民间文学 2 2 四上

03730660 中俄文学比较# 2 2 四上

03730780 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系列讲座 2 2 一下

03730850 俄罗斯的信仰与文化 (上)# 2 2 二上

03730852 俄罗斯的信仰与文化 (下)# 2 2 二下

03730591 俄罗斯民俗民情 (上) 2 2 二上

03730592 俄罗斯民俗民情 (下) 2 2 二下

03730699 俄罗斯文学与音乐 2 2 二下

03730329 俄苏电影赏析 2 2 三上

新开课 环俄国国家语言与文化# 2 2 四上

03730131 *俄国戏剧与实践 1 2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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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俄国戏剧与实践每年开设,各年级均可参加,次数不限,只计算一次学分。

#欲取得荣誉学位所应修课程。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2.荣誉学位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 (由各院系自行确定统计标准)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

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应当选修不低于16学分的荣誉

课程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730720 普通语言学概论# 2 2 一上

03730120 俄语功能语法学# 4 4 三上

03730552 俄译汉教程 (下)# 2 2 三下

03730739 文学理论基础# 2 2 一下

03730660 中俄文学比较# 2 2 四上

03730850 俄罗斯的信仰与文化 (上)# 2 2 二上

03730852 俄罗斯的信仰与文化 (下)# 2 2 二下

新开课 环俄国国家语言与文化# 2 2 四上

(5)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参加相关社会实践活动,并获得优秀

及以上评价 (≥85分)。
(6)毕业论文评价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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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法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法语语言文学系与英、德、日、俄等系的最早历史可追溯到清末京师同文馆,历经京

师大学堂译文馆、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新北大 (吸纳老清华和中法大学法语力量),具

有深厚的研究传统和严谨的学风。法语语言文学系现有教师13人,教授6人,副教授5
人,助理教授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5人。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北大法语系在全国法

语教学与研究占据领先地位,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尤其具有优势。教师研究领域跨

越文化研究、文学理论、比较文学、艺术史、语言史,对于法语文学的研究包括法国文

学、加拿大文学及瑞士文学,法国文学方面则全面覆盖从中世纪到现当代文学各个历史时期。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

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复合型人材,专业过硬,
全面发展,既有较高人文修养,又能适应时代需求。

三、 培养要求

要求学生经过本科学习,打下法国语言和文学的扎实基础,具有较广博的知识,对所

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
译的技能。汉语水平较高,能用法语阅读一般文学作品;具备从事专业外语教学、国际文

化交流和一般性科研工作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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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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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

业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1005 法语精读 (五) 3 6 三上

03631006 法语精读 (六) 3 6 三下

03631017 法语精读 (七) 2 3 四上

03631018 法语精读 (八) 2 3 四下

03631035 法语写作 (一) 2 2 三上

03631036 法语写作 (二) 2 2 三下

03631037 法语写作 (三) 2 2 四上

03631038 法语写作 (四) 2 2 四下

03631043 法语笔译 (上) 2 2 三下

03631044 法语笔译 (下) 2 2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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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1053 法语口译 (上) 2 2 三上

03631054 法语口译 (下) 2 2 三下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1001 法语精读 (一) 6 12 一上

03631002 法语精读 (二) 6 12 一下

03631003 法语精读 (三) 6 12 二上

03631004 法语精读 (四) 6 10 二下

03631065 法国文学史与文学选读 (上) 3 4 三下

03631066 法国文学史与文学选读 (下) 3 4 四上

2-3毕业论文: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631021 法语视听说 (一) 1 2 一上

03631022 法语视听说 (二) 1 2 一下

03631023 法语视听说 (三) 1 2 二上

03631024 法语视听说 (四) 1 2 二下

03631025 法语视听说 (五) 1 2 三上

03631026 法语视听说 (六) 1 2 三下

03631027 法语视听说 (七) 1 2 四上

03631028 法语视听说 (八) 1 2 四下

03631091 法语泛读 (一) 2 2 一下

03631092 法语泛读 (二) 2 2 二上

03631093 法语泛读 (三) 2 2 二下

03631210 法语语法 2 2 二下

03631220 法国历史 2 2 一上

03631230 法语国家和地区概况 2 2 一下

03631251 法国报刊选读 (一) 2 2 三上

03631252 法国报刊选读 (二) 2 2 三下

03631253 法国报刊选读 (三) 2 2 四上

03631254 法国报刊选读 (四) 2 2 四下

03631260 法语文体学 2 2 三下

03631620 法国电影与文化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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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631630 法国儿童文学 2 2 二下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以下为推荐课程,其中人文学部课程 (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

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

一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春季学期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无 (多次)学术警告;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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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菲律宾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菲律宾语言文化专业成立于1985年,原称他加禄语言文化专业,1988年改为现名,
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开设的菲律宾语言文化专业,迄今已培养本科生、硕士生百余人。
本专业语言技能与人文素养并重,语言文化学习和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旨在为国家培养

外交外事、外贸、涉外企业、新闻传媒、国际文化交流、国防、有关菲律宾教学、研究和

翻译以及东南亚区域研究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本专业主要开设了菲律宾语、菲律宾语视听

说、菲律宾语写作、菲律宾语翻译等菲律宾语基础课和菲律宾历史、菲律宾文化、菲律宾

文学史、菲律宾民间文学等相关课程。大部分毕业生在掌握菲律宾语的同时也能熟练地掌

握英语。本专业现有教师3名,师生撰写发表有关菲律宾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百余篇,专

著、译著、编著、教材十余部。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综合能力强、外语技能熟练、专业知识扎实、情怀高尚、
视野广阔、身体健康的,既有人文社科多学科素养,又具有菲律宾国别和东南亚区域知识

视野,适应国家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或研究部门、国内外企业需要的有关菲律宾国别相关

问题的综合性、高水平专业人才。让学生从专业培养中获得对知识深入的掌握和广博的理

解,创新精神与专业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拓展和深化,从而获得终生学习和进步的能

力、知识学习的成就、对多元世界的理解与欣赏、合乎伦理道德的为人处世、对知识的融

合与应用以及高品位的思想与心灵。本专业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菲律宾语和英语,能胜任外

交外事、外贸商业、国际文化交流、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学术研究、外语教学、外语翻

译和运用等方面的工作。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菲律宾语的语言技能,扎实掌握菲律宾文学、文化

和社会的基础知识,能胜任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菲律宾的

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于东南亚区域的历史

文化和社会有一定了解,奠定菲律宾乃至东南亚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对中国

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六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

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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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3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8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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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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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5401 菲律宾语视听说 (一) 1 2 二上

03535402 菲律宾语视听说 (二) 1 2 二下

03535580 菲律宾文化 2 2 二下

03535530 菲律宾历史 2 2 二下

03535700 菲律宾民间文学 2 2 三上

03535590 菲律宾政治与经济 2 2 三上

03535677 菲律宾语 (五) 3 4 三上

03535678 菲律宾语 (六) 3 4 三下

03535420 菲律宾文学史 2 2 三下

03535410 菲律宾语语法 2 2 三下

03535620 中国与菲律宾交流史 2 2 四下

03535680 菲律宾文学作品选读 2 2 四下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选课学期

03535671 菲律宾语 (一) 8 10 一上

03535672 菲律宾语 (二) 8 10 一下

03535673 菲律宾语 (三) 8 10 二上

03535674 菲律宾语 (四) 8 10 二下

03535540 菲律宾概况 2 2 一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须按照本专业的学习要求,进行国际体验和校际交流,参

与教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等

3.选修课程:3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选课学期

03530370 东南亚文化 2 2

03535760 东南亚历史与现状 2 2

03535403 菲律宾语视听说 (三) 1 2 三上

03535404 菲律宾语视听说 (四) 1 2 三下

03535741 菲律宾语翻译 (一) 2 2 三上

新开课 菲律宾语翻译 (二) 2 2 三下

03535570 菲律宾语报刊选读 2 2 三下

03535430 菲律宾语写作 2 2 三上

03535720 菲律宾近现代史 2 2 四上

03535710 菲律宾民俗 2 2 四上

03535650 菲律宾宗教 2 2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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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选课学期

新开课 黎萨尔研究 2 2 四上

03535560 菲律宾华人问题 2 2 四下

03535690 菲律宾语言发展史 2 2 四下

03535610 菲律宾短篇小说选读 2 2 四下

03535730 菲律宾应用文写作 2 2 四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鼓励参与各种本科生科研训练并获得学分,但不做学分要求,所获学分计入本类专业

选修课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8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2.荣誉学位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 (由各院系自行确定统计标准)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

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应当不低于18学分的荣誉课程

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其中,荣誉课程中的专业选修课程至少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03530370 东南亚文化 2 2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03535760 东南亚历史与现状 2 2

03535710 菲律宾民俗 2 2

03535650 菲律宾宗教 2 2
新开课 黎萨尔研究 2 2

03535570 菲律宾语报刊选读 2 2

03535741 菲律宾语翻译 (一) 2 2

03535430 菲律宾语写作 2 2

03535720 菲律宾近现代史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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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课程中的跨院系选修课程至少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02039200 文学原理 2 2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4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02030330 民俗学 2 2

02133660 亚洲史 2 2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2 2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6

01833850 传播学研究方法 3 3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所获得学分,可任意抵充上述两类荣誉课程学分。

(5)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申请获得 “研究课程”学分,并获得

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6)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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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蒙古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蒙古语专业成立于1949年8月,是北京大学设置较早的外语专业之一。本专业主要

讲授蒙古国通用的蒙古语喀尔喀方言和西立尔蒙古文,同时也开展蒙古语言文学、历史文

化及蒙古国研究等方面的教学工作。现有教师4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1人,讲师1
人,均具有博士学位。本专业至今共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和短训班学生200多人。他们

活跃在外交、外贸、文化、新闻、教育、教学科研等各领域,为发展中蒙友好关系和增进

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培养目标

培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国

别和区域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人材。

三、 培养要求

要求学生扎实地掌握蒙古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和能胜任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技能,对

蒙古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英语水平达到

六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较强的研究能力以及

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持续学习和进步的能力,培养学生运

用知识进行创新的意识,强调对异域文化和多元世界的尊重、理解与欣赏,培养学生树立

积极进取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怀。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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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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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200 蒙古字 2 4 二下

03531041 蒙古语语法 (上) 2 2 二上

03531042 蒙古语语法 (下) 2 2 二下

03531138 蒙古语翻译 (上) 2 2 四上

03531139 蒙古语翻译 (下) 2 2 四下

03531390 蒙古语新闻听力 2 2 四上

03531331 蒙古语口译 2 2 四下

03531032 蒙古文化 (下) 2 2 一下

03531400 蒙古问题研究 2 2 四下

03531323 高年级蒙古语 (三) 2 4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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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180 蒙古史 2 2 四上

03531240 蒙古民间文学 2 2 四下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011 基础蒙古语 (一) 8 10 一上

03531012 基础蒙古语 (二) 8 10 一下

03531013 基础蒙古语 (三) 8 10 二上

03531014 基础蒙古语 (四) 8 10 二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1360 喀尔喀蒙古古代文学史 2 2 四上

03531370 蒙古语发展简史 2 2 四上

03531031 蒙古文化 (上) 2 2 一上

03531380 蒙古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2 2 三下

03531321 高年级蒙古语 (一) 2 4 三上

03531322 高年级蒙古语 (二) 2 4 三下

03531211 蒙古语报刊阅读 (一) 2 2 四下

03531307 蒙古语会话 (二) 2 2 三上

03531312 蒙古语听力 (二) 2 2 三上

03531311 蒙古语听力 (一) 2 2 二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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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葡萄牙语专业

(2020年4月修订)

一、 专业简介

葡萄牙语专业于2007年成立,目前为国内985大学中第一所葡萄牙语专业。葡萄牙

语专业有中国教员4人,外籍教员2人。该专业的设立得到了巴西政府和澳门理工学院的

大力支持。澳门理工学院与巴西外交部向北京大学各派遣一位语言教师,满足本专业对于

葡萄牙葡语与巴西葡语学习的要求。本专业的学生在三年级时将有机会前往澳门理工学

院、葡萄牙或巴西学习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
葡萄牙语是世界上应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在四个大洲都分布着对象国,使用人

口达到两亿三千万,主要对象国为:葡萄牙 (欧洲),巴西 (南美洲),安哥拉、莫桑比

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非洲),我国的澳门也将葡语确定为官方

语言,非洲西语国家赤道几内亚将葡语确定为第三官方语言。
葡萄牙语的专业必修课程分为语言学习课程、历史文化课程、文学与思想史课程三种

类型。此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专业提供的选修课程,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学术深

化型课程。葡萄牙语专业重视交叉,经过4年的学习之后,学生能够掌握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对中国和对象国以及世界文化具有深入的掌握和广博的理解,未来可

以具有从事多个领域工作的能力。

二、 培养目标

葡萄牙语专业注重培养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葡萄牙语,对葡萄牙、巴西及其他葡语世

界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知识具有深入认识,具备多重视野的人才。
本专业不但重视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训练,而且重视通识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也重

视在课程中塑造学生的伦理道德。期待学生通过四年的学习,能够成为知识丰富、视野开

阔,道德高尚,理解多元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潜力的人才,获得终身学习与

进步的能力,未来能够适应不同社会职业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语言水平应达到欧框C1或C2,掌握听、说、读、写、译等基

本语言技能,能胜任实际工作。应扎实地掌握葡萄牙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对葡语国家的

社会、历史、文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广泛的了解,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应对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

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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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1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 (必修):26学分

3-2自主选修课 (选修):1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 学 英 语 + 大 学

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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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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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5045 葡萄牙语 (五) 4 3 三上

03635046 葡萄牙语 (六) 4 3 三下

03635061 葡萄牙语写作 (一) 2 2 二上

03635062 葡萄牙语写作 (二) 2 2 二下

03635071 巴西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一) 2 2 四上

03635072 巴西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二) 2 2 四下

03635091 葡萄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一) 2 2 三上

03635092 葡萄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二) 2 2 三下

03635181 葡语国家思想文化经典导读 (上) 4 3 四上

03635182 葡语国家思想文化经典导读 (下) 4 3 四下

2-2专业核心课程: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5151 葡萄牙语 (一) 8 6 一上

03635152 葡萄牙语 (二) 8 6 一下

03635153 葡萄牙语 (三) 8 6 二上

03635154 葡萄牙语 (四) 8 6 二下

03635031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 (上) 2 2 一上

03635032 葡萄牙历史和文化 (下) 2 2 一下

03635101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上) 2 2 二上

03635102 巴西历史和文化 (下) 2 2 二下

2-3毕业论文:0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程: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5113 葡萄牙语笔译 (上) 4 2 三上

03635114 葡萄牙语笔译 (下) 4 2 三下

03635123 葡萄牙语口译 (上) 4 2 三上

03635124 葡萄牙语口译 (下) 4 2 三下

03635131 葡萄牙语语法 (上) 2 2 三上

03635132 葡萄牙语语法 (下)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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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5161 葡语听说 (一) 4 2 一上

03635162 葡语听说 (二) 4 2 一下

03635163 葡语听说 (三) 4 2 二上

03635164 葡语听说 (四) 4 2 二下

03635171 葡萄牙语阅读 (一) 2 2 一下

03635172 葡萄牙语阅读 (二) 2 2 二上

03635173 葡萄牙语阅读 (三) 2 2 二下

03635191 文学翻译 (一) 2 2 四上

03635192 文学翻译 (二) 2 2 四下

新开课 非洲葡语作家选读 2 2 四上

新开课 葡萄牙语诗歌 2 2 四下

新开课 葡萄牙语旅行文学 2 2 四上

3-2自主选修课程:14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

以下为推荐课程,其中人文学部课程 (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

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

一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春季学期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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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无 (多次)学术警告;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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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历史悠久,是国内高校当中开设最早的日语专业。北京大学的日语

教学可追溯到京师同文馆时代 (1862—1902)。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

师大学堂,次年改称译学馆,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1946年东方

语言文学系成立,日语专业随之诞生,并于1949年招入第一届本科学生,成为我国高等

院校中最早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日语专业

成为国内第一批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授予点之一,1985年成为我国第一个日语语言文

学专业博士授予点。
日语专业现有教师15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7人,助理教授3人。教师中具有

博士学位者15人。教学梯队合理,师资力量雄厚。曾有徐祖正、陈信德、刘振瀛等名师在

北大日语专业执教。多年来,北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日语人才,前外交部长、国务委

员唐家璇、前驻日大使徐敦信、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効贤等均为北大日语专业的毕业生。
日语专业教师长期以来注重日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秉承北京大学人文

学科的优良传统,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材编写、
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与日本相关的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企业管理、
新闻、出版、日语教学和日本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

人材。
日语专业要求学生经过本科四年的学习,能够比较娴熟地运用日语进行交流,具备较

强的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能力。同时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历史、社会文化、政治

宗教、经济生活等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及相应的分析判断能力。通过四年学习,使学生掌

握一定的日语语言学理论知识,熟悉日本文学、文化的概貌与特点,具备对象国研究能

力。毕业后能够从事促进中日友好交流、跨文化研究等诸领域工作。
希望学生获得如下进步:终生学习和进步的能力;文化、知识学习的成就;对多元世

界的理解与欣赏;合乎伦理道德的为人处世;对知识的融合与应用;高品位的思想与心灵。

三、 培养要求

通过日语专业四年的学习,本专业的学生应扎实地掌握所学日本语言文学文化的基础

知识,能够胜任今后实际工作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对所学语言对象国

家即日本的社会、历史、文化、外交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较为广泛的了解,对中国文化

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汉语水平和表达能力,
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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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开设有基础日语、高年级日语、日语视听说、日译汉、汉译日、日语口译指

导、日语写作等课程,着力培养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扎实的日语能力。同时开设有

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概论、日语概论、日本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日本古典作品选读、日

语文言语法、日语词汇概论、日语语法概论、日汉语言对比、日本社会、日本历史、日本

文化艺术专题等课程,涉及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各个领域,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能够深入了解日本人文科学的优秀人才。
日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为国家各大机关部委、中日文化交流机构及各大

企事业单位等。同时不少毕业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每年都会推荐保送优秀毕

业生继续攻读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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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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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2090 日本文化概论 2 2 三上

03532150 日本社会 2 2 二上

03532440 日语语法概论 2 2 二下

03532030 日本历史 2 2 二下

03532180 日语词汇概论 2 2 三上

03532200 日本现代文学作品选读 2 2 三上

03531959 日语文言语法 2 2 三下

03532470 论文写作指导 2 2 四上

03532170 日语敬语概论 2 2 三下

03532210 日本古典作品选读 2 2 四上

03532110 日译汉 2 2 三上

03532450 汉译日 2 2 三下

2-2专业核心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2021 基础日语 (一) 7 12 一上

03532022 基础日语 (二) 6 10 一下

03532023 基础日语 (三) 6 10 二上

03532024 基础日语 (四) 6 10 二下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2 三下

03532160 日语概论 2 2 三上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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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4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532220 日语会话 2 4 一下

03532041 日语视听说 (一) 2 4 二上

03532042 日语视听说 (二) 2 4 二下

03532060 日语写作 2 2 二下

03532321 高年级日语 (一) 2 4 三上

03532322 高年级日语 (二) 2 4 三下

03532333 高年级日语 (三) 2 2 四上

03532334 高年级日语 (四) 2 2 四下

03532079 日语口译指导 2 2 三上

03532100 日本报刊选读 2 2 三上

03532370 日汉语言对比 2 2 四上

03530570 日本神话与祭祀 2 2 三上

03532490 日本影视作品赏析 2 2 四上

03532260 中日文化交流史 2 2 三上

03530190 日本文化艺术专题 2 2 三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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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乌尔都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乌尔都语是南亚次大陆的主要语言之一,是研究南亚语言、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北

京大学乌尔都语专业创建于1954年,是我国乌尔都语语言文学、南亚次大陆伊斯兰历史

文化的教学和科研基地,是北京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印度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部分。本专业成

立以来,为国家培养了百余名本科毕业生和数十名乌尔都语语言文学、印巴历史、宗教、
文化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在教育、科研、文化、外交、经济、新闻传媒等各个

领域,为国家建设、中巴文化交流和中巴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专业现有在职教师3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师1人,另逐年聘请巴基斯坦籍专家

一名。在语言教学方面,以 《基础乌尔都语 (1-5)》教程为基础,开设了语法、阅读、
听说、翻译、乌尔都语及英语报刊阅读等课程。在素质教育方面,为构建学生合理的知识

结构,培养深度思维能力,开设了历史、文化、文学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专著、论文、
译著数量可观,存有大量的自编讲义。目前已编写出版了 《基础乌尔都语》1—5册、《乌
尔都语语法》《乌尔都语读本》《巴基斯坦社会与文化》《乌尔都语三百句》等教材,并历

经十年,出版了国内首部 《乌尔都语-汉语词典》。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注重外语应用型人才和综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旨在培养既具备扎实的乌尔都

语应用能力,又深入了解南亚次大陆历史文化及现状的复合型人才和国际交流使者。为国

家培养能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涉外管理、新闻、出版、外语教学和国别区域

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三、 培养要求

经过四年学习,要求学生扎实地掌握乌尔都语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初步具备听、说、
读、写、译等能胜任实际工作的专业技能,并且对所学语言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文

化、外交以及政治、经济现状等有广泛的了解,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同

时要求毕业生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六级标准,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

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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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无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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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6720 巴基斯坦概况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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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110 巴基斯坦文化 2 2 二上

03537050 乌尔都语语法 2 2 二下

03537355 基础乌尔都语 (五) 5 8 三上

93537220 南亚伊斯兰文化概述 2 2 三上

03537041 乌尔都语报刊阅读 (一) 2 2 三上

03537042 乌尔都语报刊阅读 (二) 2 2 三下

03537061 乌尔都语翻译教程 (一) 2 2 三上

03537062 乌尔都语翻译教程 (二) 2 2 三下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251 基础乌尔都语教程 (一) 8 10 一上

03537252 基础乌尔都语教程 (二) 8 10 一下

03537353 基础乌尔都语 (三) 9 10 二上

03537354 基础乌尔都语 (四) 9 10 二下

2-3毕业论文:不计学分,但为毕业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021 乌尔都语视听说 (一) 1 2 二上

03537022 乌尔都语视听说 (二) 1 2 二下

03537031 乌尔都语口语 (上) 1 2 一下

03537032 乌尔都语口语 (下) 1 2 二上

03537281 乌尔都语泛读 (上) 1 2 二上

03537282 乌尔都语泛读 (下) 1 2 二下

03537065 乌尔都语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 (上) 2 2 三下

新开课 乌尔都语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 (下) 2 2 四上

03537241 印巴英语报刊文章选读 (上) 2 2 四上

03537242 印巴英语报刊文章选读 (下) 2 2 四下

03537390 乌尔都语写作教程 2 2 二下

03537370 乌尔都语文章选读 2 2 三上

03537361 乌尔都语听力 (上) 1 2 三上

03537362 乌尔都语听力 (下) 1 2 三下

03537270 乌尔都语高级听力 2 2 四上

03537231 乌尔都语高级口译教程 (上) 2 2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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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232 乌尔都语高级口译教程 (下) 2 2 四下

03537180 乌尔都语戏剧选读 2 2 四下

03537320 巴基斯坦民族与民族文化 1 2 四上

03536170 印度概况 2 2 一上

03536240 印度宗教 2 2 一下

03536960 南亚现状 2 2 四上

03536700 印度历史 2 2 一下

03536200 印度文学史 2 2 三下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每年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每年春季学期

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学院建议选修至少其中一门。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其中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3学分,详见附

表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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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前身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
年。自成立以来为西语文学在华译介与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语言学、国别与区域研究

等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2008年西班牙语专业分别被教育部及北京市列为特色专业。
现有教师1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理教授3人,讲师4人。此外,还常年

聘有外籍教师2人。
西班牙语专业本科学制4年,语言教学立足于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功的训

练,使学生掌握西班牙语语法及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此开设有西班牙语精读、阅读、
视听、口语、作文、口译、笔译、语法等课程。除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外,学生还得益于

北大综合性大学各学科交叉互补的教育环境。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修其他系科

的课程,或修读辅修专业。另外,本专业还开设有西班牙文化和历史概论、拉丁美洲文化

和历史概论、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西班牙语报刊选读

等课程,以开阔学生视野,从西方文明和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毕业时,符合学校规定

有保送资格的四年级本科生可以参加免试推荐研究生选拔,通过后可直接攻读硕士学位。

二、 培养目标

西班牙语专业注重学生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的综合素养,旨在培养专业扎实、知识结构

全面、人文视野开阔的跨文化复合型人才。我系毕业生就业选择丰富,深受国家机关、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国企及知名外企和私企的欢迎。选择继续求学的学生,除攻读西

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语言文学相关学位外,不少学生都顺利进入国内外名校的法律、经济、
金融、传媒、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艺术、教育、考古、建筑等专业深造。

三、 培养要求

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应具备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的扎实基础,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

化、历史和政治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译的技能,且有较好

的汉语水平,能从事专业外语教学、国际文化交流和一般性科研工作。除此之外,本专业

毕业生应具备跨专业、跨文化学习的能力,不仅能在外语专业领域出类拔萃,还能凭借开

阔的人文视野和知识架构,顺利进入考古学、教育学、艺术史、文化研究、中西交流史、
国际金融等领域深造成为专家。

学生还应具备终生学习和进步的能力,能够理解、容纳、欣赏多种文化差异,拥有广

泛的视野,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出色人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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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7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3.选修课程: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大学外语 8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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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外语必修大学英语对应级别的学分,不足8学分部分,需用非本专业语言的公共语言课或专业

基础语言课补足 (课程明细见附表1)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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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3015 西班牙语精读 (五) 4 6 三上

03633016 西班牙语精读 (六) 4 6 三下

03633050 西班牙语写作 2 2 三上

03633081 西汉笔译 (上) 2 2 三下

03633082 西汉笔译 (下) 2 2 四上

03633091 西汉口译 (上) 2 2 三下

03633092 西汉口译 (下) 2 2 四上

03633100 西班牙语语音 2 2 一上

03633210 西班牙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一上

03633220 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一下

03633230 西班牙语语法 2 2 二下

03633530 西班牙语阅读 2 2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633341 西班牙语精读 (一) 6 10 一上

03633342 西班牙语精读 (二) 6 10 一下

03633013 西班牙语精读 (三) 5 8 二上

03633014 西班牙语精读 (四) 5 8 二下

03633061 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2 2 二下

03633062 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2 2 三上

03633071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2 2 三下

03633072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2 2 四上

2-3毕业论文:0学分,但为毕业的必要条件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其中视听、口语课程须修满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3021 西班牙语视听 (一) 2 1 一下

03633022 西班牙语视听 (二) 2 1 二上

03633023 西班牙语视听 (三) 2 1 二下

03633024 西班牙语视听 (四) 2 1 三上

03633025 西班牙语视听 (五) 2 1 三下

03633041 西班牙语口语 (一) 2 1 一上

03633042 西班牙语口语 (二) 2 1 一下

03633043 西班牙语口语 (三) 2 1 二上

03633044 西班牙语口语 (四) 2 1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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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3045 西班牙语口语 (五) 2 1 三上

03633209 经贸西班牙语 2 2 三下

03633250 西班牙语报刊选读 2 2 四上

03633260 西班牙语应用文 2 2 二上

03633290 西班牙语世界文化研究 2 2 春季

03633310 西班牙语语言学导论 2 2 秋季

03633350 翻译学导论 2 2 双年春季

03633580 西语美洲思想史 2 2 双年秋季

03633590 学术前沿和跨学科研究 2 2 全年

西班牙语电影研究 2 2 单年春季

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以下为推荐课程,其中人文学部课程 (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

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

一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春季学期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2

02132710 艺术史 2 2

02131460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2 2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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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03833260 文化与翻译批评 2 2

03832040 欧洲文学选读 2 2

03832020 文学形式导论 2 2

03834410 西方古典文学与社会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无 (多次)学术警告;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

标准。

2.荣誉学位要求

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1)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2)前7个学期总平均绩点 (由各院系自行确定统计标准)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

前30%。
(3)完成荣誉课程 (见后附列表)学习要求:申请学生在前7个学期,应当不低于18

学分的荣誉课程学分,且平均优秀及以上 (≥85分)。
(4)申请学生应当参与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或申请获得 “研究课程”学分,并获得

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5)毕业论文获得优秀及以上评价 (≥85分)。
荣誉课程共计36学分 (至少修但不限于18学分)
其中:西班牙语专业课程不少于6学分;本科生科研4学分;跨专业课程不少于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633061 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2 2 二下

03633062 西班牙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2 2 三上

03633071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上) 2 2 三下

03633072 拉丁美洲文学史和文学选读 (下) 2 2 四上

03633310 西班牙语语言学导论 2 2 秋季

03633290 西班牙语世界文化研究 2 2 春季

03633350 翻译学导论 2 2 双年春季

03633580 西语美洲思想史 2 2 双年秋季

03914830 西班牙语阅读与写作 (本硕合上) 2 2

02133650 美洲史 2 2

02132710 艺术史 2 2

02131460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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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3833260 文化与翻译批评 2 2

03832040 欧洲文学选读 2 2

03832020 文学形式导论 2 2

03834410 西方古典文学与社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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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最早的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点之一,也是国家

教育部确定的全国4个英语重点学科点之一。近年来,又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博士后

流动站。
北京大学英语系的优良传统为俞大絪、朱光潜、杨周翰、李赋宁等老一辈学者所开

创,经数代人的不断努力创新,使教学科研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北大英语专业教育

的特色是:立足于听、说、读、写等最基本的实用技能,详悉最细碎的语言现象,同时汲

取千百年来西方文明长河中沉积下来的人文养分,以多重的视角和高超的境界观察和走入

现代社会。语言与文化并举,技能与思想联姻:这便是北大英语系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实

践。得益于综合性大学各学科交叉互补的教育环境,北大英语系所培养的不仅仅是工具型

的优秀外语人才,而且是具有高度人文素养、对人类文化和世界文明有较深造诣的 “北大

人”。
英语系的课程设置正是上述方针的体现。本专业目前开设英语精读、英文写作、视

听、翻译等基础课程,同时也有一整套英美文学、西方思想、及电影与戏剧方面的课程。
本科生中优秀者有机会在毕业时免试直攻硕士学位。

二、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语言能力突出的专业英文人才,能够从事外交、新闻、出

版、学术研究、教育、国际交流等多种领域的工作。

三、 培养要求

学生具有坚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并通过英语系的课程训练接受比较系统的人文教育;
对英语国家社会和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具有较好的汉语表达能力;对不同的社会职业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英语系还鼓励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掌握一门第二外国语。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9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3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1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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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3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6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

3.选修课程:5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4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人文学部至少8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3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外语 6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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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3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830071 写作 (一) 2 2 二上

03830072 写作 (二) 2 2 二下

03832020 文学形式导论 2 2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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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830017 英语精读 (一) 4 4 一上

03830018 英语精读 (二) 4 4 一下

03830033 英语精读 (三) 4 4 二上

03830034 英语精读 (四) 4 4 二下

03830091 英国文学史 (一) 2 2 二下

03830092 英国文学史 (二) 4 4 三上

03830100 普通语言学 2 2 三上

03830110 英译汉 2 2 四上

03830120 汉译英 2 2 四下

03830131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一) 2 2 三下

03830132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二) 2 2 四上

2-3毕业论文:0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0学分

3.选修课程:5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4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830041 口语 (一) 2 2 一上

03830042 口语 (二) 2 2 一下

03830060 应用文写作 2 2 一下

03830061 英语视听 (一) 2 2 一上

03830062 英语视听 (二) 2 2 一下

03831020 希腊罗马神话 2 2 一年级

03831080 英语结构 2 2

03831120 中西修辞学传统 2 2

03831130 语篇分析入门 2 2 二年级

03832010 文科教育思想选读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 2 2 二年级

03832040 欧洲文学选读 2 2

03832060 西方思想传统 2 2

03832080 美国短篇小说 2 2 一年级

03832100 欧洲现代文学选读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 2 2 一年级

03832150 英语史 2 2

03832160 消费文化与生存美学 2 2

03832170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 2 2

03832190 英语辞典与词源学研究 2 2

03833030 报刊选读 2 2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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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833090 英语语体学 2 2

03833120 英国散文名篇 2 2

03833130 英国小说选读 2 2 二年级

03833140 英诗选读 2 2 二年级

03833150 二十世纪英美诗歌 2 2

03833160 英美戏剧 2 2

03833170 英美女作家作品选读 2 2

03833180 英国现代主义小说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 2 2

03833260 文化与翻译批评 2 2

03833270 文学与社会 2 2

03833300 英语文学文体学 2 2

03833309 英语文学文体赏析 2 2

03833340 西方思想与近代中国 2 2

03833370 哥特小说 2 2 三年级

03834060 莎士比亚与马洛戏剧选读 2 2

03834070 加拿大小说选读 2 2

03834130 英语诗歌鉴赏 2 2 二年级

03834150 欧洲文学主题 2 2

03834180 20世纪西方文论 2 2 二年级

03834190 文学导读与批评实践 2 2

03834210 西方宗教思想 2 2

03834240 比较视野中的中美当代小说 2 2

03834350 美国当代文学思想 2 2

03834360 英国文学的基石 2 2

03834370 文学、自然与地方 2 2 二年级

03834400 西方戏剧文学 2 2 一年级

03834410 西方古典文学与社会 2 2 一年级

03834420 现代欧洲小说中的自我、危机与救赎 2 2

03834440 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 2 2

03834450 电影时代的英语戏剧 2 2

03834460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2 2

注:① 口语、视听类课程至少各修一门;

② 英语文学文体学 (课号:03833300)与英语文学文体赏析 (课号:03833309)为互斥课程;英美

戏剧 (课号:03833160)与戏剧实践 (课号:03834290)为互斥课程。

3-2自主选修课:16学分

(1)含跨学科课程和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2)以下为推荐课程,人文学部课程不少于8学分 ,其中人文学部课程 (中国文学

史、中国古代史、考古学通论、哲学导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导论)不少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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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必选一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530450 东方文学 2 2 秋季学期

新开课 西方文学 2 2 春季学期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六、 其他

保送研究生要求

品学兼优,无 (多次)学术警告;符合当年国家和学校保研推荐的政策及学院的推荐

标准。

附表1: 公共语言课与专业基础语言课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03530241 公共阿拉伯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42 公共阿拉伯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1 公共越南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2 公共越南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3 公共泰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5 公共缅甸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6 公共缅甸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297 公共库尔德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301 公共希伯莱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302 公共希伯莱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331 公共印地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332 公共印地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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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03530441 公共韩国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442 公共韩国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510 公共土耳其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0520 公共土耳其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15 公共斯瓦西里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16 公共斯瓦西里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17 公共阿姆哈拉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18 公共阿姆哈拉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19 公共伊博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1 公共孟加拉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2 公共孟加拉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3 公共西里尔蒙古文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4 公共西里尔蒙古文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7 公共乌尔都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8 公共乌尔都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29 公共波斯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40 公共伊博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1050 公共波斯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2251 公共日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2252 公共日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2253 公共日语 (三)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2254 公共日语 (四)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4845 公共菲律宾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4846 公共菲律宾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1611 公共法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1612 公共法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2611 公共德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2612 公共德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3611 公共西班牙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3612 公共西班牙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5011 公共葡萄牙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635012 公共葡萄牙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730821 公共俄语 (一)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730822 公共俄语 (二) 4 3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834441 公共基础拉丁文 (一) 4 4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834442 公共基础拉丁文 (二) 4 4 按实际开课学期 公共语言课

03538011 基础阿拉伯语 (一) 14 10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7671 基础波斯语 (一) 12 9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1401 基础韩国 (朝鲜)语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632001 德语精读 (一) 14 7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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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03730501 基础俄语 (一) 12 6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631001 法语精读 (一) 12 6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6121 基础梵语 (上) 6 4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6122 基础梵语 (下) 6 4 一下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5671 菲律宾语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1011 基础蒙古语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4011 缅甸语 (一) 12 9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635151 葡萄牙语 (一) 8 6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2021 基础日语 (一) 12 7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3861 泰语教程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7251 基础乌尔都语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633341 西班牙语精读 (一) 10 6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5161 希伯来语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6501 印地语 (一) 10 8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4811 印尼语 (一) 10 10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533011 基础越南语 (一) 12 10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830017 英语精读 (一) 4 4 一上 专业基础语言课

03830018 英语精读 (二) 4 4 一下 专业基础语言课

附表2: 人文学部基础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开课学期

新开课 中国文学史 3 3 中文系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历史系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历史系

新开课 中国古代史 4 4 历史系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考古文博学院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哲学系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哲学系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2 2 哲学系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2 2 哲学系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哲学系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哲学系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哲学系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2 2 哲学系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2 2 哲学系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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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的艺术学本科专业教育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蔡元培校长

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专业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机构,使得北京

大学成为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的发源地。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成立艺术教研室,1997年成立艺术学系,2006年成立艺术

学院。建院 (系)二十余年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一直坚持以 “道”(人文内涵)统 “技”
(艺术技能)、“道”“技”合一,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贯通的总体方

针,在艺术学科建设、艺术素质教育、艺术理论研究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2016
年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学科入选 “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并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

名列A+。
艺术学院下设四个系:艺术学理论系、美术学系、影视学系、音乐学系;同时下设文

化产业研究院、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书法艺术研究所、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民族音乐与

音乐剧研究中心、曹雪芹美学艺术研究中心等虚体机构。另有两个共建基地:国家对外文

化交流研究基地、中国文联北京大学文艺评论基地。
艺术学院现有教师26名,其中教授14名,副教授6名,助理教授6名,在站博士后

14名。学院现有本科生187人 (含留学生、港澳台学生56人)、研究生354人 (含留学

生、港澳台学生24人),总计541人。
艺术学院现有专业设置情况如下:
本科专业方向设置有艺术史论、戏剧影视文学和文化产业管理;另有艺术学双学位及

辅修。
专业艺术硕士 (MFA)分为电影、广播电视、音乐、美术等四个专业。
艺术学博士专业设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分为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

史、艺术管理与文化产业等四个研究方向。
艺术学院还设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此外,艺术学院承担了全校艺术类通选课及公共选修课的教学任务。1991年北京大

学率先在全国作出每个在校生,需至少修满艺术类公共选修课2个学分才能毕业的决定。
目前艺术学院每年接纳艺术类通选课、公选课学生人数均在6000人左右。

艺术学院负责全校学生艺术总团的日常管理及艺术指导工作。艺术总团下设有学生合

唱团、学生交响乐团、学生舞蹈团、学生民乐团等四个艺术分团。

二、 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130101 艺术史论 TheoryandHistoryofArts 4年 艺术学



续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
Playwright-director(Theatre、Film

andTVLiterature)
4年 艺术学

130101
艺术史论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TheoryandHistoryofArts

(CulturalIndustriesManagement)
4年 艺术学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院长 彭 锋 62753176
主管本科教学副院长 刘 晨 62753176

本科生教务员 孙 黎 6275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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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艺术史论专业方向于2011年在北大艺术学院增设。

二、 培养目标

艺术史论专业方向致力于为艺术报刊杂志、出版社、艺术展演、拍卖机构、艺术团

体、美术馆及其他相关文化企事业单位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经过大学四年的教育,将学生

培养成为具备能够从事艺术批评、艺术活动策划、艺术史论研究和教学等方面工作,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理论素质与实践技能相结合的宽口径、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艺术史论专业,从 “艺术理论导论”、“艺术史导论”等基础课程

入手,通过 “中西美术通史”、“中西艺术学原著导读”等专业核心课程的系统学习,以及

“当代艺术”、“艺术博物馆学”、“专业写作”、“视觉文化导论”与 “图像阅读专题”等课

程的有机补充,使学生在掌握中外艺术史发展脉络和重要艺术理论的同时,了解艺术创

作、流通、展陈等相关领域。同时,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短期海外交流计划,使学生具

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学术态度。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艺术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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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 课 程 的 上 机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

需修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

分。本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2-1-1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035201 中国古代文学 (上) 3 3 秋季

新开课 中国古代文学 (下) 3 3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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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春季

02330000
02330001
02330003

哲学导论

2
2
3

2
2
3

秋季

注:由以上所列课程中选满6学分。

2-1-2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2 艺术理论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一下

04330201 艺术批评导论 2 2 二上

04330214 艺术管理导论 2 2 一下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二上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一上

04331570 戏剧艺术概论 2 2 一下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一上

04330209 舞蹈概论 2 2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203 西方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0038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二下

04330007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三上

04330204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2 2 三下

04332512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2 2 三下

04330206 艺术博物馆学 2 2 三上

04330208 视觉文化导论 2 2 二下

新开课 图像阅读专题 2 2 三下

新开课 书画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下

2-3毕业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332284 毕业实习 2 2 四上

04332285 毕业论文 2 2 四下

·152·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3-1-1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二下

04330028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2 2 二下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二下

04330037 创意管理学 2 2 三上

04330677 艺术法 2 2 三下

04330205 文化经济学 2 2 三下

04330213 文化市场与政策 2 2 三上

04330649 影视理论与批评 2 2 二下

04330212 剧作法 2 2 二下

04333019 电影音乐 2 2 三上

04331791 视听语言 (电影语言) 2 2 二下

04332270 表演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上

04330088 影视制作 (电影剪辑基础) 2 2 三上

04330211 影视导演 2 2 三下

04330207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中国电影史 2 2 三上

新开课 中国电影专题 2 2 三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史 2 2 二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专题 2 2 三下

3-1-2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此部分课程可选修本学部其他院系 (中文、历史、考古、哲学、外语)2020版培养

方案中专业基础课程,但不可与本教学计划的2-1专业基础课程中学部专业基础课程重复

计算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a.辅修、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等项目课程;

b.第二外国语;

c.本研合上课程 (不含各类语言课程);

d.本科生科研训练;

e.超出本教学计划要求之外的其他课程。

六、 其他事项说明

1.港澳台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15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18学分,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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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需修

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分。本

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2.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7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26学分,通识

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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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3.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则学

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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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一、 专业简介

本专业2001年开始招收广播电视编导 (影视编导)本科生,2014年调整为广播电视

编导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方向)。

二、 培养目标

在这个 “创意为王”、“创意制胜”的时代,创意写作与创意编导是戏剧影视等艺术与

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与核心。该专业方向立足于艺术学院十余年影视编导专业教育的积

累,致力于培养具备深厚人文艺术素养的创意写作与编剧的高级人才。培养活泼的原创能

力,宏观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微观的外化表达和流程控制能力。期待能以艺术之 “道”
引领创作之 “技”,成就一种兼具领袖型与实操型特点的复合型高端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培养具备戏剧、影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较高艺术修养,能独立从事戏

剧、影视编剧、制作、评论等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广播电视台、
电影制片厂、文艺团体、政府宣传部门、文化管理机构、报刊杂志社、高等院校以及相关

单位从事戏剧影视创意策划、编导、制作、管理、教学、研究等工作。
(2)以中外戏剧、影视为学习考察对象,深入探究该综合性艺术文化的内外部发展规

律,旨在繁荣中国戏剧、影视艺术的理论与实践。
(3)学生应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掌握戏剧、影视文

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诸门类的艺术特点与发展动态;
有较强的剧本创作、编导、制作、制片等能力和较强的戏剧影视鉴赏、评论、研究能力;
此外还应具备一定的艺术文化 (舞台、剧场、电影电视制片)管理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艺术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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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选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 课 程 的 上 机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

需修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

分。本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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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2-1-1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035201 中国古代文学 (上) 3 3 秋季

新开课 中国古代文学 (下) 3 3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春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春季

02330000
02330001
02330003

哲学导论

2
2
3

2
2
3

秋季

注:由以上所列课程中选满6学分

2-1-2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2 艺术理论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一下

04330201 艺术批评导论 2 2 二上

04330214 艺术管理导论 2 2 一下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二上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一上

04331570 戏剧艺术概论 2 2 一下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一上

04330209 舞蹈概论 2 2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649 影视理论与批评 2 2 二下

04330212 剧作法 2 2 二下

04333019 电影音乐 2 2 三上

04331791 视听语言 (电影语言) 2 2 二下

04332270 表演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上

04330088 影视制作 (电影剪辑基础) 2 2 三上

04330211 影视导演 2 2 三下

04330207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中国电影史 2 2 三上

新开课 中国电影专题 2 2 三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史 2 2 二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专题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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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047 毕业作品 (一) 1 2/32 四上

04330061 毕业作品 (二) 1 2/32 四下

04330062 毕业剧作 (一) 1 2/32 四上

04330063 毕业剧作 (二) 1 2/32 四下

04332285 毕业论文 2 2 四下

注:毕业剧作或毕业作品任选一种完成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3-1-1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1782 影片分析 2 2 待定

04331296 商业电影叙述 2 2 待定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二下

04330028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2 2 二下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二下

04330037 创意管理学 2 2 三上

04330677 艺术法 2 2 三下

04330205 文化经济学 2 2 三下

04330213 文化市场与政策 2 2 三上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203 西方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0038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二下

04330007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三上

04330204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2 2 三下

04332512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2 2 三下

04330206 艺术博物馆学 2 2 三上

04330208 视觉文化导论 2 2 二下

新开课 图像阅读专题 2 2 三下

新开课 书画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下

3-1-2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此部分课程可选修本学部其他院系 (中文、历史、考古、哲学、外语)2020版培养

方案中专业基础课程,但不可与本教学计划的2-1专业基础课程中学部专业基础课程重复

计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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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a.辅修、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等项目课程;

b.第二外国语;

c.本研合上课程 (不含各类语言课程);

d.本科生科研训练;

e.超出本教学计划要求之外的其他课程。

六、 其他

1.港澳台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15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18学分,通识课

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

需修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

分。本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2.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7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26学分,通识课

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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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则学

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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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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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艺术史论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艺术史论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本科专业开设于2014年。2000年艺术学院

开设艺术学 (文化艺术管理方向)硕士学位,2006年开设艺术学 (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本科双学位,2009年开设艺术学理论 (艺术管理与文化产业方向)博士学位。艺术学院

依托文化和旅游部与北京大学共建的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和国家

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的研究力量和社会资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科研经验,
形成了系统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教师共7名,包括教授4名 (含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名、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名)、副教授和助理教授3名。该专业方

向也得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新结构经济研究院、文化产业研究院等相关院系和科研机构

的教学支持。

二、 培养目标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是为适应我国文化经济繁荣和文化艺术产业快速发展而设立的新兴

专业。该专业通过艺术理论和中外艺术史等课程的素养提升,文化产业原理、艺术管理学

和艺术经济学等课程的理论学习以及艺术市场营销学、创意管理学和文化产业创新创业等

课程的实务训练,培养学生掌握艺术审美、艺术管理和文化创意等跨学科的复合型知识结

构,使学生成为文化视野开阔、创意思维前瞻和未来胜任力强的文化艺术产业领域的创新

型高级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通过公共基础课的教育,要求学生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确立坚定的政治信仰,
让学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开放的国际视野,以及健康的

体魄和健全的心理素质。
(2)通过中外文化艺术概论,包括美术概论、音乐概论、电影概论、戏剧艺术概论、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视觉文化等课程的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人类

文化资源的积累过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科学的文化资源观和高尚的审美意识,奠定学

生在文化资源管理和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文化基础和人文理念。
(3)通过文化产业导论、艺术管理学、创意管理学和艺术博物馆学等相关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了解影视演艺、艺术品、文化旅游、数字媒体和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发

展特点和经营模式,从而具备从事具体工作的基本素质和管理能力。
(4)通过对文化政策、艺术法和文化艺术市场学等课程的理论教学和案例分析,要求

学生既要了解国内相关法规的内涵和精神,又要熟知国际文化市场的操作程序和规则,使

学生具备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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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对学生外语读、说能力的大课时量、情景式的强化教育,通过跨文化艺术传

播学双语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本科阶段十分熟练地掌握英语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成

为涉外沟通能力较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国际拓展的合格人才。
(6)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影视技术等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

网络方面的基本技能,并结合专业进行网络程序编制的实践,使学生初步具备利用新媒体

从事文化管理乃至项目开发的实践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艺术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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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

需修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

分。本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4学分 (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

分)

2-1-1学部内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2035201 中国古代文学 (上) 3 3 秋季

新开课 中国古代文学 (下) 3 3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春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春季

02330000
02330001
02330003

哲学导论

2
2
3

2
2
3

秋季

(由以上所列课程中选满6学分。)

2-1-2本院系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202 艺术理论导论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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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新开课 艺术史导论 2 2 一下

04330201 艺术批评导论 2 2 二上

04330214 艺术管理导论 2 2 一下

04333021 美术概论 2 2 二上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一上

04331570 戏剧艺术概论 2 2 一下

04330005 音乐概论 2 2 一上

04330209 舞蹈概论 2 2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2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二下

04330028 跨文化艺术传播学 2 2 二下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二下

04330037 创意管理学 2 2 三上

04330677 艺术法 2 2 三下

04330205 文化经济学 2 2 三下

04330213 文化市场与政策 2 2 三上

04330204 当代艺术与文化资源 2 2 三下

04330206 艺术博物馆学 2 2 三上

04330208 视觉文化导论 2 2 二下

04330088 影视制作 (电影剪辑基础) 2 2 三上

新开课 书画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下

2-3毕业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2284 毕业实习 2 2 四上

04332285 毕业论文 2 2 四下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3-1-1本专业选修课程及本院跨方向 “专业核心课程”:≥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2511 西方美术通史 (上) 2 2 二下

04330203 西方美术通史 (下) 2 2 三上

04330038 中国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二下

04330007 西方艺术学原著导读 2 2 三上

·562·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4332512 艺术史论专业论文写作 2 2 三下

新开课 图像阅读专题 2 2 三下

04330649 影视理论与批评 2 2 二下

04330212 剧作法 2 2 二下

04333019 电影音乐 2 2 三上

04331791 视听语言 (电影语言) 2 2 二下

04332270 表演理论与实践 2 2 三上

04330211 影视导演 2 2 三下

04330207 戏曲史与戏曲美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中国电影史 2 2 三上

新开课 中国电影专题 2 2 三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史 2 2 二下

新开课 世界电影专题 2 2 三下

3-1-2本学部跨院系专业基础课程:≥6学分

此部分课程可选修本学部其他院系 (中文、历史、考古、哲学、外语)2020版培养

方案中专业基础课程,但不可与本教学计划的2-1专业基础课程中学部专业基础课程重复

计算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3学分

a.辅修、古典语文学、思想与社会等项目课程;

b.第二外国语;

c.本研合上课程 (不含各类语言课程);

d.本科生科研训练;

e.超出本教学计划要求之外的其他课程。

六、 其他

1.港澳台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
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15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18学分,通

识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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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大学英语按英语教研室要求分级选课:A级需修8学分 (A级课程4学分+B级课程4学分),B级

需修6学分 (B级课程4学分+C级课程2学分),C级需修4学分 (C级课程4学分),C+级需修2学

分。本系学生修完C+级课程后,可以选修二外及外语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来补足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2.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总学分:14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含公共必修课程7学分,与中国

有关课程26学分,通识课程12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公共必修课: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专业必修课程:52学分,含专业基础课程24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毕业课程

4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选修课程:43学分,含专业选修20学分、自主选修23学分 (具体课程要求请参看普

通本科生学分要求)。

3.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则学

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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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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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一、 院系简介

1.学院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6年建院,
是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建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也是我国培养国际问题研究与应用型人才

的重要基地。

2.教学科研单位组成

国际关系学院学科结构完整。现有五系 (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

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三所 (国际关系研究所、
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以及国际战略研究院、亚太研究院、中美人文交流

研究基地、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等近20个研究机构。

3.师资队伍结构

国际关系学院师资队伍强大。现有教师和科研人员54人,其中教授26名,副教授20
名,助理教授8名。此外,学院还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学院教师承担

各类国家科研项目、国际合作及海外基金资助课题共100多项。

4.现有本科专业和教学支撑条件

国际关系学院现有本科生专业:国际政治 (含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国际组织与国际

公共政策方向)、外交学。
国际关系学院生源构成全面,现有各类学生千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约占

50%,本院在读外国留学生及台港澳学生数近400人,是中外青年学子良好的学习、研

究、交流与合作平台。
为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学院不断改革,推陈出新,尤其在课程建设方面加大资金和

人力的投入,现已开设的本科课程共100多门,涉及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国别政治等不

同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宗教等领域,建立了系统、完善、层次多

样的课程体系。此外,学院还拥有丰富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和专供学生使用的电脑与网络教

室等现代化设备。
国际关系学院培养的学生,普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强、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外

语水平高、交流与沟通能力良好、富于团队精神的特点,加之宽广的国际视野,使毕业生

具备了良好的就业前景。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包括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等涉外部

门,党政机关、外资企业与大型国企,以及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等。自1964年

建系以来,已培养了8000多名各类学生,其中不少已成为知名学者、中央和地方党政部

门的业务骨干,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本院毕业的大批留学生,也都活跃在世界各国

的政治、经济舞台,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国际化和开放型办学是国际关系学院一直坚持的办学思路。学院同美国、俄罗斯、德



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多所知名大学和学术机构

保持稳定的合作交流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蒙特雷学院、英国伦

敦经济政治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本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等等。
学院每年接待数十名海外学者来院讲学、访问或进修;同时每年也选派若干教师、研究生

和本科生赴海外访问、进修或学习。国际关系学院学生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能够得到海

外学习或者进修的机会。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学业保障体系完善。我国政府及海内外各界已经在北大和学院设立

多种形式和层次的奖学金、助学金。我院学生每年有100多人次获得各种奖助学金,如国

家奖学金、五四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凌霄奖学金、精锐教育奖学金、蒋震奖学金、唐立

新奖学金、博诚奖学金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还可申请学校的专项补助、减免学费和

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
经多年不懈努力,国际关系学院大楼于2004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使学院的教学

硬件设施有了质的飞跃。大楼总面积9997.23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7739.86平方米,地

下面积2257.37平方米。楼内的院图书馆面积近1000平方米,馆藏图书84000余册 (其
中外文图书18370册),订阅及赠阅学术期刊 (现刊)近200种 (其中外文期刊50种),
阅览室配备研讨室、视屏会议系统、电脑和无线网络,为学生及教学科研人员创造了世界

一流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二、 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202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Politics 4年 法学学士

030203 外交学 Diplomacy 4年 法学学士

030202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

经济学方向)
InternationalPolitics

(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
4年 法学学士

030202
国际政治 (国际组织与

国际公共政策方向)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international

publicpolicy)

4年 法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院 长 唐士其 62755810
主管教学副院长 归泳涛 62765695

教务员 闫 岩 62756991
教务员 徐建春 6275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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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 外交学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

一、 专业简介

国际政治专业成立于1964年,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在全

国第一批设立的国际政治专业之一。
外交学专业成立于1996年,是我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外交学专业之一。
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成立于2002年,并于2003年开始招收本

科生。
本院以上三个专业/专业方向的区分将通过学生对相关课程的自主选择加以体现,详

情参考专业选修课部分的指导意见。

二、 培养目标

国际关系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造就国际问题的专门研究

人才、从事外事工作的高端人才,以及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背景、能适应社会不同需求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学院尤其注重养成学生的独立思想能力与批判精神、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获得较为丰富的校园和社会实践经验,以适应未来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三、 培养要求

国际关系学院坚持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从2012年起,学院的本科课程已经全面打

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原有的知识基础和未来的职业取向,在老师指导下,通过

自由选择自己的课程组合,形成自己的专业方向,实现国际政治、外交学与国际政治经济

学三个专业 (方向)的分流。
通过专业学习的国关学子,他们将具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突出的外语能力、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成为

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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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

32~38学分 (含港澳台)

留学生:3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0~26学分

港澳台:20~26学分

公共必修9~15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11学分。

留学生20学分

公共必修10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1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学分

其中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学分

2.通识核心课≥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留学生6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留学生27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5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实习实践2周,2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1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总学分138 (英语分级产生的学分差额,可由任意学分补充)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2~38学分 (留学生3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0~26学分 (留学生10学分,港澳台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2 2

大一

任一学期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 (上) 1
大四前

任一秋季学期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 (下) 1

大四前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 暑 假

结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大一春季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大一秋季学期

学生 选 “计 算 概 论 C”同 时,

需选该课程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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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大一秋季学期

学生 选 “计 算 概 论 C”同 时,

需选该课程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育系列课程◎/* 4 ——— 全年

注:留学生选课参看带*号课,总计10学分,另再选修 “与中国有关课程”10学分,公共必修课需满

足20学分。

港澳台学生选课参看带◎号课,总计9~15学分 (由英语课决定),另再选修 “与中

国有关课程”11学分,公共必修课需满足20~26学分。
公共必修课因英语要求不同产生的学分差,可由任意学分补齐。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
其中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学分

2.通识核心课≥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留学生6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留学生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含实习实践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 一上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3 3 0 一上

02432400 国家安全学导论 3 3 0 一上

0243205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一下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下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0 二上/下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0 二下

以下为留学生汉语系列:共6学分

02431093 专业汉语 (一)* 1 3 0 一上

02431094 专业汉语 (二)* 1 3 0 一下

02432421 专业文献选读 (一)* 1 3 0 二上

02432422 专业文献选读 (二)* 1 3 0 二下

02432423 专业文献选读 (三)* 1 3 0 三上

02432424 专业文献选读 (四)* 1 3 0 三下

注:带*号者为留学生必修课,中国学生不需要上。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 (上) 3 3 0 一上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 (下) 3 3 0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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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3 3 0 一下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 二上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0 二上

02432120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3 3 0 二上

02431641 比较政治学 3 3 0 二下

02431840 社会科学方法论 3 3 0 二下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 3 0 三上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上/下

02431684 原著译读 1 2 0 三上

02430159 英语写作 1 2 0 四上

2-3毕业论文:5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

实习实践2周:2学分

实习时间:利用大学四年的寒暑假或课余时间,参加学校、学院或老师组织的实习实

践活动,或自行联系实习地点及单位,实习结束后需提交实习证明及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要求:
(1)6000字以上,内容为对我国各行业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思考,能与

专业相联系者尤佳。
(2)提交时间:大四春季学期注册时统一提交。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1学分 (各专业选课指导意见:国际政治专业建议优先选修备注A
的课程;外交学专业建议优先选修备注B的课程;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建议优先选择

备注C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1240 西方外交思想概论 (B) 3 3 0 二上

02433322 中国外交新论 3 3 0 二上

02432280 世界难民问题与难民政策 3 3 0 二上

02432380 国际发展政策 (英文) 3 3 0 二上

02430570 台湾概论 3 3 0 二上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英文) 3 3 0 二下

02431230 非政府外交 (B) 3 3 0 二下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3 3 0 二下

02432110 国际安全研究 (英文) 3 3 0 二下

02432161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3 3 0 二下

02433350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3 3 0 二下

02432150 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3 3 0 三下

02432390 小国与国际关系概论 3 3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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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2410 国家安全与技术变迁 3 3 0 三上

02432330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分析 (C) 3 3 0 三上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3 3 0 三上

02433030 国际经济学 (C) 3 3 0 三上

02432040 国际关系心理学 3 3 0 三上

02432360 中国与非洲:全球性相遇 (英文) 3 3 0 三上

02432428 政治博弈论 3 3 0 三上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A) 3 3 0 三上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下)(A) 3 3 0 三下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 (A) 3 3 0 三上

02433050 国际贸易政治学 (C) 3 3 0 三下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A) 3 3 0 三下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 (B) 3 3 0 三下

02431270 冲突学概论 3 3 0 三下

02433311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专题 3 3 0 三下

02430111 发展学 3 3 0 三下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A) 3 3 0 三下

02432425 文化、口才与领导力 3 3 0 三下

02432230 中国与国际组织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2080 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1100 中美关系史 (B) 3 3 0 三下

02431291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3 0 四上

02430620 两岸关系与一国两制 3 3 0 四上

02432210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3 3 0 四上

02431600 中美经贸关系 3 3 0 四下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3 3 0 四下

02430360 军备控制与裁军 3 3 0 四下

02432100 现代官僚制度比较研究 3 3 0 四下

02431120 中日关系史 (B) 3 3 0 四下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其中含跨学科课程不少于10学分或完成辅修专业的学分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
学分。

修读的辅修课程若最终没有完成所修专业要求可优先抵免跨学科课程部分10学分,
至多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学分;外院系转入同学原专业核心课可优先抵免跨学科课

程10学分,至多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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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14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1920 欧洲联盟概论 3 3 0 二上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0240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1310 南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0 三上

02430920 中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0 三上

02432090
本土视野下的中国外交与国际事务

(英文)
3 3 0 三下/上

02432180 泛非主义:新挑战与新机遇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2190
非洲经济增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1171 东亚政治经济 3 3 0 三下

02432260 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 (英文) 2 2 0 三下

02430331 非洲导论 3 3 0 三下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四上

02431400 拉丁美洲政治与外交 3 3 0 四上

02432240 理解世界政治 3 3 0 四下

02433340 经典原著选读 3 3 0 四下

02430391 人权与国际政治 3 3 0 四下

02431551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3 3 0 四下

跨学科课程选修不少于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7940 高等数学D 4 4 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秋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秋

02133660 亚洲史 2 2 春

02133640 欧洲史 2 2 春

02133650 美洲史 2 2 秋

02139190 非洲史 2 2 秋

02930010 法理学 4 4 春

02930480 国际公法 4 4 秋

03033190 社科文献资源与检索利用 2 2 春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春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3 3 春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秋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春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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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秋/春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春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春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春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秋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春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春

03231720 监察与监督 3 3 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春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秋

02332976 理想国 3 3 秋

六、 其他

1.选课要求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则学

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2.保送研究生要求

经批准的特殊情况 (校际院际外出交流或其他)除外,学生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

届时所开设的所有必修课共 (72~78)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 (20~26学分)+专业基

础课21学分+专业核心课程31学分 (不含英语写作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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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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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方向)

一、 专业简介

国际政治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方向)成立于2017,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组

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方向,2018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该专业方向采用二次招生的方式从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中招生。作为未来的高素质

复合型人才,来自其他院系的学生原则上应修满12学分的原专业的专业课程。

二、 培养目标

2018年增设国际政治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方向),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

与中国情怀、了解中外文化、具备一定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技能、除中文之外通晓两门

联合国工作语言的高素质国际组织专门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专业学习的国关学子,他们将具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突出的外语能力、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交流与沟通能力,成为

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

32~38学分 (含港澳台学生)

留学生:3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0~26学分

港澳台学生:20~26学分

公共必修9~15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11学分

留学生:20学分

公共必修10学分,“与中国有关课程”选修10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学分

其中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学分

2.通识核心课≥2学分



续表

2.专业必修课程:66学分

留学生7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留学生27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5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毕业实习:10学分

3、选修课程: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5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总学分---138 (英语分级要求产生的学分差额,可由任意学分补充)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2~38学分 (留学生3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0~26学分 (留学生10学分,港澳台学生9~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

任一学期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1

大四前

任一秋季学期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 暑 假

结束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大一春季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大一秋季学期

学生 选 “计 算 概 论 C”同 时,

需选该课程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大一秋季学期

学生 选 “计 算 概 论 C”同 时,

需选该课程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
体 育 系 列 课 程 ◎
/*

4 ——— 全年

注:留学生选课参看带*号课,总计10学分,另再选修 “与中国有关课程”10学分,公共必修课需满

足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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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学生选课参看带◎号课,总计9~15学分 (由英语课决定),另再选修 “与中

国有关课程”11学分,公共必修课需满足20~26学分。
公共必修课因英语要求不同产生的学分差,可由任意学分补齐。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通识核心课+通选课≥12
其中 (1)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学分。

(2)通识核心课≥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6学分 (留学生7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1学分 (留学生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含实习实践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0 一上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3 3 0 一上

02432400 国家安全学导论 3 3 0 一上

0243205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一下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下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0 二上/下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0 二下

以下为留学生专业汉语系列:共6学分

02431093 专业汉语 (一)* 1 3 0 一上

02431094 专业汉语 (二)* 1 3 0 一下

02432421 专业文献选读 (一)* 1 3 0 二上

02432422 专业文献选读 (二)* 1 3 0 二下

02432423 专业文献选读 (三)* 1 3 0 三上

02432424 专业文献选读 (四)* 1 3 0 三下

注:带*号者为留学生必修课,本科生不需要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50 外交学 3 3 0 二上

02432340 国际公共政策导论 (英文) 3 3 0 二上

02432140 中国政治与公共政策 (英文) 3 3 0 二下

02432161 社会科学定量方法 3 3 0 二下

02432300 谈判模拟与国际文书写作 3 3 0 三上

02432310
国际 组 织 与 全 球 治 理 前 沿 名 家

讲座
3 3 0 三上

02432320 中外文化比较 3 3 0 三上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上/下

第二外国语 6 以联合国语言学习获得的要求证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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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论文:5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毕业实习10学分

大三下学期/大四上学期在国际组织实习3-6个月,实习结束后按要求提交:
(1)实习单位开具的实习合格证明;
(2)5000字左右的学术性实习报告一份;
(3)2000字左右的实习感想加5张以上实习相关照片。

3.选修课程: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 (上) 3 3 0 一上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 (下) 3 3 0 一下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3 3 0 一下

02431240 西方外交思想概论 3 3 0 二上

02433322 中国外交新论 3 3 0 二上

02432280 世界难民问题与难民政策 3 3 0 二上

02432380 国际发展政策 (英文) 3 3 0 二上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0 二上

02432270 国际公务员实务 (英文) 3 3 0 二上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英文) 3 3 0 二下

02431230 非政府外交 3 3 0 二下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3 3 0 二下

02432110 国际安全研究 (英文) 3 3 0 二下

02433350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3 3 0 二下

02432390 小国与国际关系概论 3 3 0 三上

02432410 国家安全与技术变迁 3 3 0 三上

02432330 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分析 3 3 0 三上

02432360 中国与非洲:全球性相遇 3 3 0 三上

02432428 政治博弈论 3 3 0 三上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3 3 0 三上

02432360 中国与非洲:全球性的相遇 (英文) 3 3 0 三上

02432428 政治博弈论 3 3 0 三上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 3 3 0 三上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下) 3 3 0 三下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 3 3 0 三上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3 3 0 三下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 3 3 0 三下

02431270 冲突学概论 3 3 0 三下

02433311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专题 3 3 0 三下

02430111 发展学 3 3 0 三下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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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2425 文化、口才与领导力 3 3 0 三下

02431100 中美关系史 3 3 0 三下

02432230 中国与国际组织 (英文) 3 3 0 三下

02431291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3 0 四上

02432210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3 3 0 四上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3 3 0 四下

02430360 军备控制与裁军 3 3 0 四下

3-2自主选修课:19学分

其中含跨学科课程不少于10学分或完成辅修专业的学分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学分

修读的辅修课程若最终没有完成所修专业要求,可优先抵免跨学科课程部分10学分,
至多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学分;外院系转入同学原专业核心课可优先抵免跨学科课

程10学分,至多可替代自主选修的全部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1420 俄罗斯政治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上

02431920 欧洲联盟概论 3 3 0 二上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0240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二下

02431310 南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0 三上

02430920 中亚各国政治与外交 3 3 0 三上

02431171 东亚政治经济 3 3 0 三下

02432260 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 (英文) 2 2 0 三下

02430331 非洲导论 3 3 0 三下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0 四上

02431400 拉丁美洲政治与外交 3 3 0 四上

02432240 理解世界政治 3 3 0 四下

跨学科课程选修不少于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7940 高等数学D 4 4 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秋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秋

02133660 亚洲史 2 2 春

02133640 欧洲史 2 2 春

02133650 美洲史 2 2 秋

02139190 非洲史 2 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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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秋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春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春

02930480 国际公法 4 4 秋

03033190 社科文献资源与检索利用 2 2 春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春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春

六、 其他

1.选课要求

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则学

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2.保送研究生要求

经批准的特殊情况 (校际院际外出交流或其他)除外,学生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

届时所开设的所有必修课65~71学分,包括公共必修课 (20~26)学分+专业基础课21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24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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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

一、 学院简介

(一)学院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法学院是中国近现代法学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京

师大学堂的 “法律学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战略方针的提

出,北京大学的法学教育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1999年6月26日,北京大学在法律系

的基础上成立法学院。学院成立二十余年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推进国

家法治进程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法学院校的前列。
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学院汇聚了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建立了梯队

合理的法学精英师资团队,拥有经济法学、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四个国家重

点学科。学院在国际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法律史学、知识产权法学等诸多法学二

级学科都有很强的师资力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学院学者率先提出刑事一体化理论、经济法的

国家协调论、行政法平衡论、法治本土资源理论、软法理论等。在 “1978—2014影响中

国法治图书奖”十部著作中,三部为本院教授所著,另有三部来自本院校友。学院学者承

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数百项,在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三大权

威期刊发文数量列高校前茅,获得大量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重要科研奖。学院主办的

《中外法学》、《北大法律评论》分别是全国法学院和学生所主办的最好刊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优越的教学科研条件。教学行政大楼 (凯原楼)、科研楼 (陈明

楼)、四合院 (国双庭院)及法柱广场均位于燕园东北角,紧邻风景秀丽的未名湖区,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
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国际化方面不断推进,已与近百所世界顶尖大学的法学院建立了紧

密的联系,并在欧美多个著名法学院设立联合研究机构。在世界著名的高等教育QS排名

中,北京大学法学院长期位列中国大陆法学院第一名,在亚洲处于前列。
目前,北大法学院已成为全国顶尖并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基地。中

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与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日益提高,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

的要求、创造了新的机遇。北大法学院将传承百年光荣传统,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抓住

新形势下的历史机遇,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教学科研单位组成

北大法学院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

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法学 (国际经济法)、法学 (知识产权

法)、法学 (商法)12个学科。同时还是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单位,现有法学理论、法

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学、国际法学、法学 (知识产权法)10个博士点;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法学



(国际经济法)、法学 (知识产权法)、法学 (商法)12个硕士点。除此,北京大学法学院

还是教育部首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院校之一,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大学法学院下设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

心),管理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北京大学犯罪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比较法与法社

会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冲突法研究中心等41个虚体研究机构。各类研究机构推进项

目研究、组织科研活动、提供交流平台,是学院科研工作的重要载体。北京大学法学院还

与省部级国家机关共建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北京大学教育立法”、“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实施”、“国家数字版权”、“质检法治建设”、“税收法治建设”6个研究基地。法

律硕士 (非法学)18个专业方向、法律硕士 (法学)7个专业方向均依托相应的研究机构

进行培养。

(三)师资队伍结构

北大法学院始终致力于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自1954年恢复法律学系以来,
陈守一、甘雨霈、芮沐、龚祥瑞、王铁崖、赵理海、沈宗灵、张国华、罗豪才、肖蔚云、
魏振瀛、杨紫烜、张文等一批著名法学家曾任教于北大法学院。目前,法学院已经建成一

支教学科研能力突出、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北京大学法学院现有教职工119人,教职人员76人,行政教辅人员43人。教职人员

中在职教授46名 (含院聘教授)、长聘副教授7名、副教授15名、讲师/助理教授8名。
其中,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5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3人、
“马工程”首席专家3人、跨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5人、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9人、全

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5人、博雅讲席教授3人。此外,北大法学院有贡塔·托依布

纳、班德·许内曼、乌尔里希·齐白、约瑟夫·诺顿、山口厚、梁爱诗、李国能等客座教

授14名;袁曙宏、武树臣等兼职教授2名;国际访问教授30余名;140余位法律实务界

专家被聘为兼职导师。

(四)现有本科专业和教学支撑条件

北京大学法学院现有本科专业法学,法学专业教育的教学条件拥有法律图书馆、国际

交流项目、学生奖助学金、校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等各方面的支撑。

1.法律图书馆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图书馆是新中国法律院系中最早成立的专业图书馆。馆舍面积

4000平方米,内设有可容纳600人左右的阅览席位、2个小型研讨室、1个读者培训中心

(电子阅览室)、10个研究专用席位等。馆藏文献资源以法学专业文献为主、相关学科文

献为辅,突出专业性、学术性、理论性,并确保法律文献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目前,中、
外文图书期刊等馆藏文献总计近20万册。读者通过法律图书馆还可查询多家中、英文法

律专业数据库。法律图书馆自建有本院教师科研成果数据库、毕业生学位论文数据库、法

学讲座音频视频数据库等多种特色数据库资源。自1999年始,法律图书馆成为联合国文

献资料托存馆之一。

2.国际交流项目

北大法学院已与全球近120所著名大学法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
每年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超过200人次,很多国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留学生数量和质量

不断提高,国际化程度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具体开展的项目包括:开办全英文中国法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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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这是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法科留学生项目;出版国际性法学刊物,将中国法

治成就和法学教育推向世界;创设众达讲席教授席位、“全球教席”计划、客座教授和杰

出访问学者项目,邀请国际知名法学教授开设英文系列课程;与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联合

创建5个学术研究中心;举办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文学术讲座、高端学术研讨会和

国际学术会议,引领学术发展;设立靖江法律国际化发展基金、众达全球化与法治发展基

金等专项国际化发展基金,每年支持逾百名中外学子双向交流学习。

3.奖助学金

目前,我院拥有校设及院设奖学金共计73项,每年奖学金总额达450余万元,惠及

学生610余人次。学院奖助学金现已呈现出结构多维、价值多元的发展模式,在励志勤

学、学术研究、专业论文和优秀新生等方面,奖学金工作已具备完善的体制和深厚的基

础。在资助方面,除校设助学金以外,法学院积极寻求、整合各方面社会资源,设立院设

助学金。截至目前,法学院院设助学金共有16项,年度资助名额110余人次,年度资助

总额达54万余元,资助群体已覆盖全部全日制学生类别。

4.校外实习、实践、实训基地

目前,北京大学法学院共有北京大学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

基地、北京大学诊所式法律实验教学中心、日本住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实践基地、北大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实习基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实习基地、北京市律师协会实习基地

6个实践基地。还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日本住友化学、竞天

公诚律师事务所等172个校外实习单位,为学生选择实习单位提供了更多选择。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1 法学 TheScienceofLaw 4 法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潘剑锋 6276-6062 jfpan62@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车 浩 62766021 chehaopku@126.com
教务管理人员 费海伲 62765129 gfxy6@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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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恢复法学本科专业,目前全院本科生均在

该专业就读。法学本科专业建设的定位是加强基础,淡化专业,贯彻并追求 “大气”的办

学理念,培养 “厚基础、宽口径”的新型法律人才。为此,学院强调完善课程体系,强化

素质教育,鼓励创新思维,关注技能培养,要求学生面对中国实际,具备国际视野。学院

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品牌效应,全面开放,吸引优秀生源;针对北大学生和法学教育的特

点、社会和国家对北大、对北大法学院的期待,以本科教学为基础,本科教育中以素质和

能力教育为基础,以培养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为重点;充分利用北大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

特点,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注重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专业内

专业外的知识互补;对学生的学术能力、职业能力、组织协同能力和人格素养四个方面的

培养并重,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保证在各主要学科排名上均达到全国领先和全国前

列的水平,在总体上而不仅是某一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二、 培养目标

北大法学院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的目标是:承担历史使命,关心中国问题,素质学术

并重,培养全面人才。学院希望立足法学本科专业,在开阔的国际、历史、职业和学术视

野下,针对中国社会的近期和长远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大批具备前瞻、创新、反

思和批评能力的高素质领导型和创新型法学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北大法学院法学本科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要求是:第一,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站

位,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刻苦学习;第二,严肃学习态度,遵守学

术规范,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培养任务;第三,开阔学术视野,提高专业能力,为职业发展

储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第四,心系祖国发展,努力服务社会,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人

民的培养。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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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2-3毕业论文:2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毕业实习1学分

3.选修课程:3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1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说明:

① 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 (具体细则参考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管理办法”);

② 大学英语系列课程共8学分,如编入C级只需学4学分,剩余4学分则在 “专业选

修课”部分补足,毕业总学分仍保持为145学分即可。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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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

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 学 期 选 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说明:

① 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②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③ 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1-2-1通识教育核心课:从以下四个系列中任意选2学分

系列I.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系列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系列Ⅲ.艺术与人文

系列Ⅳ.数学、自然与技术

1-2-2通选课:10学分,以下四个系列每个系列要求至少选2学分

系列I.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系列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系列Ⅲ.艺术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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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Ⅳ.数学、自然与技术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060 宪法学 3 3 一上

0293008a 民法总论 3 3 一上

02930010 法理学 4 4 一下

02930980 债权法 4 4 一下

02930030 中国法制史 3 3 一下

02930152 刑法总论 4 4 一下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学 4 4 二上

02930153 刑法分论 4 4 二上

02930970 物权法 2 2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920 刑事诉讼法学 4 4 二下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4 二下

02939995 国际私法 2 2 三上

02930890 经济法学 3 3 三上

02930480 国际公法 4 4 三上

02930470 商法总论 2 2 三下

02930340 国际经济法 3 3 三下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 3 3 三下

2-3毕业论文:2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901 毕业实习 1 大四上、下

3.选修课程:4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至少选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020 中国法律思想史 3 3 一上

0293005a 外国法制史 3 3 一下

02930220 犯罪学 2 2 一下

02930040 西方法律思想史 3 3 二上

02930520 司法精神病学 (本硕合) 2 2 二上

02930770 保险法 2 2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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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780 刑事执行法 2 2 二上

02930680 罗马法 2 2 二上

02930086 侵权法 3 3 二上

02930149 国学法理 2 2 二下

02930390 专业英语 (听力及口语) 2 2 二下

02930144 法律和社会科学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

经典与前沿

两门课可二选一

均可认作专业

选修课学分

3 3 二下

3 3 春季

02930190 亲属法与继承法 3 3 二下

02930200 企业法/公司法 3 3 二下

02930249 竞争法 3 3 二下

0293063a 刑事侦查学 2 2 二下

02930166 法律经济学 (本硕合) 3 3 三上

02930300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 3 三上

02930145 财税法学 3 3 三上

02930940 环境法 3 3 三上

02930995 会计法与审计法 2 2 三上

02930560 比较司法制度 2 2 三上

02930580 票据法 2 2 三上

02930172 非营利组织法 (本硕合) 2 2 三上

02930146 法律实证分析 (与法学硕合上) 2 2 三上

02930106 国际刑法学 (与法学硕合上) 2 2 三上

02930261 信托法 (与法硕合上) 2 2 三下

02930987 国际组织法 2 2 三下

0293028a 金融法/银行法 3 3 三下

02930262 破产法 (本硕合) 2 2 三下

02930440 海商法 2 2 三下

02930142 合同法实务 (本硕合) 3 3 三下

02930154 证据法 3 3 三下

02930847 国际知识产权 2 2 三下

02930143 民法案例研习 (本硕合) 3 3 二、三上

02930157 国际海洋法 (本硕合) 2 2 三、四上

02930148 法律写作与检索 (本硕合) 3 3 三、四上

02930158 天元律师实务 2 2 秋季

02930159 刑事辩护实务 (本硕合) 3 3 秋季

02930156 模拟法庭实训 (本硕合) 2 2 秋季

02930191 国际律师实务 2 2 秋季

02930197 图像与法律 2 2 本硕合、秋季

02930167 民事诉讼案例研习 (本硕合) 3 3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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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195
跨境法律服务与风险管理:跨境

律师入门 (本硕合)
2 2 春季

02930161 模拟法庭基础 (本硕合) 2 2 春季

02930147 普通法精要 (公法)(本硕合) 3 3 春季

02930183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实务与训练

(本硕合)
3 3 春季

02930112 刑法案例研习 (本硕合) 3 3 春季

02930141 刑事诉讼案例研习 (本硕合) 3 3 春季

02930155
法学的量化方法与成本收益分析

(本硕合)
2 2 春季

02930168 民事诉讼法专题 3 3 春季

02930184 专业英语一 (本硕合) 2 2 秋季

02930185 专业英语二 (本硕合) 2 2 春季

02930990 国际金融法 2 2 春季

02930186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2 2 春季

02930194 法律职业伦理 2 2 春季

02930171 法律实务-诊所式教育 (本硕合) 3 3 全年

02930164 选举法比较研究 2 2 暑期学校

3-2自主选修课:17学分 (至少选3个学部模块,其中 “理学部”为必选)

3-2-1模块一:理学部 (至少选4学分,推荐选修 “高等数学D”);

3-2-2模块二:信息与工程科学部;

3-2-3模块三:人文学部;

3-2-4模块四:社会科学学部 (只能选非法学院课程);

3-2-5模块五:经济与管理学部;

3-2-6模块六:辅修学分可纳入 “自主选修课”。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法学硕士:完成法学院本科培养方案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的学分要求才有

资格参加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排名。参加校/系际交流项目、元培学院 (法学方向)、学工选

留、支教的学生参加推荐免试研究生排名的具体要求参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招录推荐免试

法学硕士研究生办法”。
(2)法律硕士 (法学):申请人综合成绩绩点在3.20以上 (含3.20),此绩点划线以

每年学院保研大会所公布的为准。其他具体要求参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2020年推荐免试

攻读法律硕士 (法学)研究生选拔办法”。
(3)外校推免:申请人综合成绩绩点在3.0以上 (含3.0),此绩点划线以每年学院

保研大会所公布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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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澳台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港澳台学生毕业总学分与大陆学生保持一致,均为142学分。
(2)公共必修课除 《军事理论》以外其余课程与大陆生保持一致。《军事理论》(2学

分)港澳台学生免修,需从 “与中国相关课程”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中进行替代。

3.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毕业总学分与大陆学生保持一致,均为142学分。
(2)公共必修课 “大学英语系列课”“信息科学课”“体育系列课”“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与大陆生保持一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思政实践 (上)”“思政实践 (下)”“军事理论”课程 (共16学分)留

学生免修,需从 “与中国相关课程”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中进行替代。
(3)留学生修 “高等数学D基础”。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建议学生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推荐学期选课;
(2)专业选修课建议按照课程大纲对先修课的要求来进行选课;
(3)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程类别,不得重复使用;
(4)同一个课程名称或同一课程编号的课程只能修一次。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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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一、 系简介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其始建于1947年,是我国

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机构之一,在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领域占有重要的地

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本学科积极拓展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学科布局和教

学体系,设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本)、图书馆学 (本、硕、
博)、情报学 (硕、博)、编辑出版学 (硕、博)三个本科专业与三个硕、博士点,同时拥

有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授予权及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图书馆学是国家重点学

科,情报学是北京市重点学科。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已继物质、能量之后,成

为支持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信息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本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文化课与专业课并

重,着重培养领导型并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应用人才。多年来,本系就业率接近100%,
为全校就业率最高的院系之一。

本科设有三个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图书馆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文理兼

收、按系招生,入学后第三年自主选择专业。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11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InformationManagement
andInformationSystem

4年 管理学学士

110501 图书馆学 LibraryScience 4年 管理学学士

120108T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BigDataManagement
andApplication

4年 管理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系主任 张久珍 62756907 jiu@pku.edu.cn
主管教学副系主任 张鹏翼 62755677 pengyi@pku.edu.cn

教务管理人员 邓佳佳 62751682 djj@pku.edu.cn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一、 专业简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于1998年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成立,由原

来的管理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管理等专业合并组建而成。该专业2007年被评

为北京市重点学科。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需要进行信息的管

理与分析;社会各行业对本专业的需求很大。学习课程大多是围绕各类信息的搜集、处

理、集成、检索与利用来设置的。注重培养具有现代管理学、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管理理

论和信息系统分析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注重培养具有现代管理学、
信息科学技术、信息产品设计、信息管理理论和信息系统分析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复

合型专业人才。

二、 培养目标

通过四年的学习,毕业生能够适应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能从事IT、文化事业

机构、政府部门、企业、新闻媒体、咨询等各类组织机构的数据分析、信息产品设计、信

息产品开发以及信息系统建设、信息资源建设等综合性专门人才,满足数字网络信息化时

代发展的人才需求。
学生毕业也可以选择在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就相关的专业领域继续深造,深造

领域包括信息管理、情报学、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机交互、教育技术等。

三、 培养要求

(1)掌握高效收集、建设、组织、检索、利用和评价信息资源的能力,理解信息的生

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环节要素与典型处理方法;
(2)掌握信息用户调研和分析的相关方法,运用适当的理论和方法解决相关行业和领

域用户的现实问题;
(3)熟悉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信息产品设计开发的方法和流程,具备定性定量数据分

析的能力,具备技术应用的能力;
(4)了解信息隐私和安全,了解信息行业和信息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146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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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3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无学分

3.选修课程:4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5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 2~8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理科生选)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理科生选)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B 3 3 0

一下 (理科生选)

说明:面向理科院系。院系可

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

必修课程。学生选 “数据结构

与算法B”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数据结构

与算法上机”

04830494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上机
0 2 32

一下 (理科生选)

说明: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数据 结 构 与 算 法 B”课 程 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数据结构与算法上机”

·892·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基

础)
3 3 0

一上 (文科生选)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文科生选)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4471

问 题 求 解 与 程 序

设计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专

题)

3 3 0

一下 (文科生选)

说明:面向文科院系。院系可

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

必修课程。学生选 “问题求解

与程序设计”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二) 4 4 一下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二下

03033910 信息管理第一课 1 1 一上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2 一上

03033740 信息行为导论 2 2 一上

·992·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4 +1 一下

03033460 调查与统计方法 3 3 一下

注:高等数学 (B)可以代替高等数学 (C),但高数 (B)不可与高数 (C)重复选。

2-2专业核心课:2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10 计算机网络概论 3 3 二上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2 二上

0303377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 +2 二下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2 2 二下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2 三上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三上

03030740 管理信息系统 3 3 三下

03033030 信息分析与决策 3 3 三下

030334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 3 四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无学分

3.选修课程:4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本院系四个模块,每个模块至少选修2学分,至少共选修25学分,建议根据个人兴

趣和发展需要,集中2~3个模块选修。

3-1-1信息资源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0220 著作权法 2 2 二下

03033520 商务信息 2 2 三上

03033631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3 3 三下

03033820 数字人文 2 2 三下

3-1-2信息技术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20 信息技术与应用 2 2 +2 一上

03033890 数据科学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Python数据分析 2 2 +2 一下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3 +2 二上

0303335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3 3 +2 二上

03030910 多媒体技术 2 2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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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441 机器学习 3 3 三上

03033691 文本挖掘技术 3 3 三上

03033110 信息安全 2 2 三上

3-1-3信息用户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2 2 二上

03033550 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 2 2 二下

03033600 健康信息学概论 2 2 三上

03033590 交互式信息检索 2 2 三上

3-1-4信息社会与管理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2170 媒体与社会 2 2 一上

03033500 运筹学基础 3 3 二上

03032000 管理学原理 3 3 二上

03033800 质性数据分析 2 2 三上

03033160 图书馆自动化 2 2 四上

3-1-5专业拓展模块 (本模块选修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开课院系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秋季
政 府 管 理

学院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秋季
政 府 管 理

学院

03231170 电子政务与计算机技术 3 3 春季
政 府 管 理

学院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秋季 社会学系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学 3 3 法学院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新闻与传播

学院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新闻与传播

学院

0243014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对 外

关系
3 3

国 际 关 系

学院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国 际 关 系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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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开课院系

04834030
Python程序设计与数据

挖掘导论
2 2

秋季

建议二上

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4831780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2 2 秋季
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2+2 3
春季

建议二下

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4834041 人工智能引论实践课
春季

建议二下

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1235350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2 2
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

01230460 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2 2 秋季
地球与空间

科学学院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中文系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中文系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中文系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历史学系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艺术学院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艺术学院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考 古 文 博

学院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2
光 华 管 理

学院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3 秋季
光 华 管 理

学院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秋季
国家发展研

究院

00130310 线性代数C 3 3 秋季,推荐二上
数 学 科 学

学院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心理与认知

学院

01630044 社会心理学 2 2
心理与认知

学院

04831320 脑与认知科学 2 2
心理与认知

学院

06733030 教育与人工智能 3 3 教育学院

04630750 人工智能创新实践 4 2 +2 元培学院

18730020 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方法 2 2
中国社会科

学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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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14学分

3-2-1以下课程中须至少选修8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03030370 传播学原理 2 2 一下

03033850 应用量化分析 2 2 二下

03033680 社群信息学 2 2 三上

03030720 信息经济学 2 2 三上

03033840 知识禁忌与文明发展 2 2 三上

03033610 大众健康信息资源与利用 2 2 三下

03033140 企业与政府信息化 2 2 三下

03032230 电子商务 2 2 三下

新开课 分布式计算 2 2 三下

03033860 商务智能与分析 2 2 四上

03033246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2 2
本系学生不可

作为通选

03032360 中国文化史 2 2
本系学生不可

作为通选

03033243 中国名著导读 2 2
本系学生不可

作为通选

3-2-2跨院系选修6学分

结合专业领域、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全校各学部包括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管

理学部、信息与工程学部、理学部、人文学部各院系的专业课 (包括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辅修学分可替代。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第三学年结束时,本科生必须修完

04831410计算概论B、04831420数据结构与算法B (理科生)

04834470计算概论C (原文科计算机基础)、04834471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原文科

计算机专题)(文科生)
前三年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2)第三学年结束时,无不及格课程。
(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保送本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在大四一学年可提前选修本系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在

70分以上,且学分没有计入本科毕业学分的,可计为研究生阶段课程成绩,获得相应学分。
需本人申请、任课教师同意,经教学主任批准备案。提前选修的课程总学分不超过10学分。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除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免修课程的

学分必须由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范围见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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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政治类课程16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政治类课程共24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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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图书馆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成立于1947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该专业已建设成学

士、硕士、博士三级培养模式,成为全国最优秀的图书馆学专业之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

优秀人才。许多知名学者,如王重民、刘国钧教授,曾在该专业任教。该专业2001年被

评为国家重点学科。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文化事业和公益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重视,公共

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社区图书馆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社会急需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

构和信息机构的专业管理人才。培养具有系统的图书馆学、现代信息技术和文献利用知识

和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

二、 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适应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毕业生通过四年的学习,能从事图书馆、文

化机构、企业、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信息产业等各类组织的信息管理与信息资源建设,
满足数字网络信息化时代发展的人才需求。

学生毕业也可以选择在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就相关的专业领域继续深造,深造

领域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编辑出版学、信息资源管理、公共文化等。

三、 培养要求

(1)掌握高效收集、建设、组织、检索、利用和评价信息资源的能力,理解信息的生

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环节要素与典型处理方法;
(2)掌握信息服务机构和文化机构的用户调研、分析、评价的相关研究方法,运用适

当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领域的现实问题;
(3)熟悉数字化工具和信息系统,够适应信息化与网络化发展趋势,为各类组织开展

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
(4)了解信息隐私和安全,了解信息行业和信息社会发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146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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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专业必修课程:4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 无学分

3.选修课程:5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7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5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 2~8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4471
问 题 求 解 与 程 序

设计
3 3 0

一下

说明:面向文科院系。院系可

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

必修课程。学生选 “问题求解

与程序设计”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4 4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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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46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二) 4 4 一下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二下

03033910 信息管理第一课 1 1 一上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2 一上

03033740 信息行为导论 2 2 一上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4 一下

03033460 调查与统计方法 3 3 一下

注:高等数学 (B)可以代替高等数学 (C),但高数 (B)不可与高数 (C)重复选。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0010 图书馆学概论 2 2 一下

03033190 社科文献资源与检索利用 2 2 一下

03033710 计算机网络概论 3 3 二上

03033180 信息资源建设 2 2 二上

03033620 公共文化服务概论 2 2 二下

03033470 图书馆参考咨询 2 2 三上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三上

03033490 中国图书史 2 2 三下

03033810 知识服务组织的管理与创新 2 2 四上

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 无学分

3.选修课程:5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7学分

本院系四个模块,每个模块至少选修2学分,至少共选修27学分,建议根据个人兴

趣和发展需要,集中2~3个模块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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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信息资源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2 二上

03030220 著作权法 2 2 二下

03033520 商务信息 2 2 三上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2 三上

03033030 信息分析与决策 3 3 三下

03033631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3 3 三下

03033820 数字人文 2 2 三下

3-1-2信息技术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20 信息技术与应用 2 2 +2 一上

03033890 数据科学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Python数据分析 2 2 +2 一下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3 +2 二上

03033350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3 3 +2 二上

0303377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 +2 二下

03033110 信息安全 2 2 三上

030334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 3 四上

3-1-3信息用户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2 2 二上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2 2 二下

03033550 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 2 2 二下

03033600 健康信息学概论 2 2 三上

03033590 交互式信息检索 2 2 三上

3-1-4信息社会与管理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2170 媒体与社会 2 2 一上

03030370 传播学原理 2 2 一下

03033500 运筹学基础 3 3 二上

03032000 管理学原理 3 3 二上

03030740 管理信息系统 3 3 三下

03033800 质性数据分析 2 2 三上

03033160 图书馆自动化 2 2 四上

·803·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3-1-5专业拓展模块 (共选修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2 中文系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中文系

02034841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上) 2 2 秋季 中文系

02034842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下) 2 2 春季 中文系

02033620 古典文献学基础 3 3 中文系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4 4 中文系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 3 3 历史学系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2335351 博物学文化专题 3 3 哲学系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 2 2 艺术学院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艺术学院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考古文博学院

02232220 文化遗产学概论 2 2 考古文博学院

03232610
社 会 科 学 的 经 典 与

前沿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170
电 子 政 务 与 计 算 机

技术
3 3 春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秋季 社会学系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学 3 3 法学院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新闻与传播学院

02430140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对 外

关系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220
美 国 政 治、 经 济 与

外交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2 光华管理学院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3 秋季 光华管理学院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秋季 国家发展研究院

00130310 线性代数C 3 3
秋季,

推荐二上
数学科学学院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心理与认知学院

01630044 社会心理学 2 2 心理与认知学院

04831320 脑与认知科学 2 2 心理与认知学院

01235350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2 2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1230460 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2 2 秋季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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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06733030 教育与人工智能 3 3 教育学院

04630750 人工智能创新实践 4 2 +2 元培学院

18730020
社 会 调 查 数 据 分 析

方法
2 2

中国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

3-2自主选修课:15学分

3-2-1以下课程中须至少选修8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850 应用量化分析 2 2 二下

03033680 社群信息学 2 2 三上

03030720 信息经济学 2 2 三上

03033840 知识禁忌与文明发展 (原中国禁书史) 2 2 三上

03033610 大众健康信息资源与利用 2 2 三下

03033830 大数据技术应用 2 2 三下

03033140 企业与政府信息化 2 2 三下

03032230 电子商务 2 2 三下

03033860 商务智能分析 2 2 四上

03033246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03032360 中国文化史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03033243 中国名著导读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3-2-2跨院系选修7学分

结合专业领域、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全校各学部包括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管

理学部、信息与工程学部、理学部、人文学部各院系的专业课 (包括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辅修学分可替代。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第三学年结束时,本科生必须修完。

04831410计算概论B、04831420数据结构与算法B (理科生)

04834470计算概论C (原文科计算机基础)、04834471问题求解与程序设计 (原文科

计算机专题)(文科生)
前三年已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
(2)第三学年结束时,无不及格课程。
(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保送本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在大四一学年可提前选修本系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在

70分以上,且学分没有计入本科毕业学分的,可计为研究生阶段课程成绩,获得相应学

分。需本人申请、任课教师同意,经教学主任批准备案。提前选修的课程总学分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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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免修课程的学

分必须由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范围见后附件)
(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政治类课程16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政治类课程共24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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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

一、 专业简介

为顺应现代互联网和大数据环境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于2020
年设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该专业主要从事大数据管理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的研

究与教学工作。本专业培养方案注重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领域知识与大数据

技术融合、创新的能力,旨在培养具备理解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管理数据、研究

数据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分析和战略决策部门,
从事数据分析、决策支撑、业务流程优化、商务智能决策等方面的工作。

二、 培养目标

通过四年的学习,毕业生可以在相关部门从事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业务流程优化、
商务智能决策和互联网智能化等工作。对口的职位包括互联网、金融、科技、商务等领域

企事业单位的数据管理部门、数据分析部门、战略决策部门从事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挖

掘、数据决策支撑等相关工作。
学生毕业也可以选择在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就相关的专业领域继续深造,深造

领域包括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信息管理、社会计算、计算机科学等。

三、 培养要求

(1)掌握高效收集、处理与管理数据集 (或大数据)的理论和技术,理解网络信息社

会中数据的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环节要素与典型处理方法;
(2)掌握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适当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发现数据关系、

识别数据中蕴含的模式并做出合理预测,运用数据可视化技术进行有效的数据展示与解

读,解决管理领域的现实问题;
(3)了解数据隐私和安全,了解数据行业发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4)熟练掌握以文本数据为特色的大数据理论方法与应用实践。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2~14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4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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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5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 无学分

3.选修课程:4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4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5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42~48学分

1-1公共必修课:30~3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 2~8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1410 计算概论B 3 3 0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04831650 计算概论B上机 0 2 32

一上

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B”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计算概论B
上机”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B 3 3 0

一下

说明:面向理科院系。院系可

以根据学科特点选择是否作为

必修课程。学生选 “数据结构

与算法B”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数据结构

与算法上机”

04830494
数 据 结 构 与 算 法

上机
0 2 32

一下

说明:面向理科院系。学生选

“数据 结 构 与 算 法 B”课 程 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数据结构与算法上机”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4 4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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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0310 线性代数C 3 3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B 3 3 二下

03033910 信息管理第一课 1 1 一上

03033890 数据科学导论 2 2 一上

新开课 Python数据分析 2 2 +2 一下

03032130 信息组织 4 4 +1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2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020 数据库系统 3 3 二上

03033710 计算机网络概论 3 3 二上

03030630 信息存储与检索 3 3 +2 二下

03033691 文本挖掘技术 3 3 三上

03033441 机器学习 3 3 三上

03033631 信息表示与知识图谱 3 3 三下

新开课 数据可视化 2 2 三下

新开课 数据治理 2 2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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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论文4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社会实习实践 无学分

3.选修课程:4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4学分 (本院系24学分+跨院系10学分)

在前五个模块中,每个模块至少选修2学分,至少共选修18学分,建议根据个人兴

趣和发展需要,集中2~3个模块选修。

3-1-1分析方法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460 调查与统计方法 3 3 一下

03033850 应用量化分析 2 2 二下

03033650 信息计量学 2 2 三上

03033030 信息分析与决策 3 3 三下

03033860 商务智能与分析 2 2 四上

3-1-2大数据技术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20 信息技术与应用 2 2 +2 一上

03033350 Java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3 3 +2 二上

03033110 信息安全 2 2 三上

新开课 分布式计算 2 2 三下

03033450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 3 四上

3-1-3数据管理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500 运筹学基础 3 3 二上

03032000 管理学原理 3 3 二上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三上

03030740 管理信息系统 3 3 三下

3-1-4数据资源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2 一上

03033750 信息架构设计与实践 2 2 二上

03033520 商务信息 2 2 三上

03033820 数字人文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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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用户行为模块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740 信息行为导论 2 2 一上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2 2 二上

03033730 信息服务学 2 2 二下

03033590 交互式信息检索 2 2 三上

03033600 健康信息学概论 2 2 三上

3-1-6应用实践模块 (不少于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3900 大数据应用案例分析 2 2 三上

03033870 大数据应用实践 (上) 2 2 三下

03033880 大数据应用实践 (下) 2 2 四上

导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2 四上

导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2 四上

说明:
“大数据应用实践 (上、下)”由本专业教师与业界导师 (包括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等)

共同开设,指导学生开展大数据研究与实践,应用领域可包含但不限于:

• 科技大数据

• 公共文化大数据

• 数字人文大数据

• 教育教学大数据

• 用户行为大数据

• 政务大数据

• 金融大数据

• 健康大数据等

开设大数据应用实践要求:(1)邀请 “业界导师”共同参与指导完成;(2)提供相关

应用领域真实业务数据集供学生开展实践。实践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提交实践报告、答辩

通过后三上、三下分别计2学分。
通过学校立项的本科生科研项目,通过答辩后可计入如下限选实践类课程学分:
“导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2学分 或 “导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2学分。

3-1-7专业拓展模块 (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院系

04834030
Python程 序 设 计 与 数 据

挖掘导论
2 2

秋季

建议二上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1780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2 2 秋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2192 互联网数据挖掘 2 2 秋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2520 并行程序设计原理 2 2 春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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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院系

04834040 人工智能引论 2+2 3
春季

建议二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4041 人工智能引论实践课
春季

建议二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1830 大规模数据处理/云计算 2 2 夏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3520 大数据管理技术 2 2 春季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1280 可视化与可视计算概论 2 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832850 创新工程实践 2 2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0333400 对话全球创新大师 2 2 工学院

01230100 离散数学 3 3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1230460 人工智能与信息社会 2 2 秋季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1235350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2 2 春季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1235460 空间信息科学基础 2 2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00100860 并行计算 3 3 秋季 数学科学学院

00133050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3 3 春季 数学科学学院

0013307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3 3 秋季 数学科学学院

00136720 大数据分析中的算法 3 3 春季 数学科学学院

00136980 大数据建模方法 3 3 春季 数学科学学院

00102917 因果推断与统计大数据 2 2 秋季 数学科学学院

01630900 普通心理学 4 4 心理与认知学院

01630044 社会心理学 2 2 心理与认知学院

01630121 认知心理学 3 3 心理与认知学院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1840 人群与网络 3 3 秋季 社会学系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 3 3 春季 法学院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新闻与传播学院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秋季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3 国家发展研究院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3 秋季 光华管理学院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2 春季 光华管理学院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3 光华管理学院

02033100 语言工程与中文信息处理 3 3 中文系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哲学系

02336400 现代逻辑基础 4 4 哲学系

·713·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3-2自主选修课:15学分

3-2-1本专业选修课程: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032170 媒体与社会 2 2 一上

03030010 图书馆学概论 2 2 一下

03033190 社科文献资源与检索利用 2 2 一下

03030370 传播学原理 2 2 一下

03033620 公共文化服务概论 2 2 二下

03030910 多媒体技术 2 2 二下

03033550 人机交互与用户体验 2 2 二下

03033490 中国图书史 2 2 二下

03033470 图书馆参考咨询 2 2 三上

03033680 社群信息学 2 2 三上

03030720 信息经济学 2 2 三上

03033840 知识禁忌与文明发展 2 2 三上

03033800 质性数据分析 2 2 三上

03033140 企业与政府信息化 2 2 三下

03033610 大众健康信息资源与利用 2 2 三下

03032230 电子商务 2 2 三下

03033160 图书馆自动化 2 2 四上

03033246 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03032360 中国文化史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03033243 中国名著导读 2 2 本系学生不可作为通选

3-2-2跨院系选修7学分

结合专业领域、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全校各学部包括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管

理学部、信息与工程学部、理学部、人文学部各院系的专业课 (包括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辅修学分可替代。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第三学年结束时,必须修完04831410计算概论B、04831420数据结构与算法B,
以及前三年已开设的全部专业必修课程。

(2)第三学年结束时,无不及格课程。
(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保送本系硕士研究生的学生,在大四一学年可提前选修本系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在

70分以上,且学分没有计入本科毕业学分的,可计为研究生阶段课程成绩,获得相应学

分。需本人申请、任课教师同意,经教学主任批准备案。提前选修的课程总学分不超过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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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除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免修课程的

学分必须由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替代。(范围见后附件)
(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政类课程16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思政类课程共24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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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 系简介

1.学院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最早于1916年开设 “社会学”课程,至今已逾百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是国

内历史最长的社会学学科,融合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积淀,拥有

严复、吴文藻、费孝通、瞿同祖、雷洁琼等前辈社会学大师,肩负 “从实求知”的社会学

传统,和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与北京大学一样,北京大学社会学与国家社会的

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自觉担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
社会学系在师资、教学、科研、生源、毕业生就业、教学支持条件等方面均为国内领

先,在2017年全国高校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评级A+,位居全国第

一;在2019年QS世界大学社会学专业排名中位居第21名,是中国内地高校唯一进入世

界前50位的社会学专业。

2.教学科研单位组成

198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1983年起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1989年

起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目前具有学术硕士 (社会学一级学科)、专业硕士 (社
会工作)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成为国内第一个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社会学系。

200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合并,硕士和博士招生目

录中出现人类学和人口学方向。2016年,恢复女性学作为社会学内部的一个二级学科方

向。2019年起开始招收人类学专业本科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三个本科专业的学生培养,主要依托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所,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另有

11个研究中心 (按成立时间排序: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调查

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

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事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

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社会研究中心)也在教学科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3.师资队伍结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现有教职员工51名,其中专职教师41人。社会学系师资队伍力量

雄厚,教授20人,占近50%,副教授14人,Tenure制助理教授7人。以3名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1名博雅讲席教授、4名博雅特聘教授为带头人的多个研究教学团队,夯实着

社会学本科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4.现有本科专业和教学支撑条件

在完善的学科体系、专业设置、师资队伍、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

本科生培养在专业和教学支撑条件上有四个特色:
其一,本科生导师制安排。社会学系在学术取向和个人成长方面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选择,自2016年起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本科生导师制度,教师吸纳本科生参与科研课题,
保证每位学生都可获得包括选课、阅读、专业调查实习、学术科研竞赛在内的一体化、高

质量导师指导。
其二,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社会学系秉承费孝通等前辈 “从实求知”的理念,在学生

培养上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调查实践机会、经费支持与专业指

导,着力激发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关注。目前已建有位于黑龙江漠河、安

徽凤台、浙江海宁、浙江松阳、浙江永嘉、宁夏固原等地的8个专供学生调查研究的实践

基地 (学生也可自选其他调查地点),每位学生都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前往全国各地进行田

野调查。
其三,丰富多样的对外交流机会。社会学系超过50% 的本科生可获得对外交流的机

会,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瑞典、新加坡、香港等。自2004年起,每届三年级的

社会工作学生都有机会到香港进行社工实习和专业学习,培养、拓展学生的国际视角和全

球视野。
其四,藏书丰富、专业性强的社会学图书馆。社会学系图书馆是目前全校除了北京大

学图书馆、北医图书馆之外藏书最为丰富、借阅量最多的图书馆,成为同学们汲取知识、
走向更高学术殿堂的有力支撑。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301 社会学 Sociology 4 法学学士

030302 社会工作 SocialWork 4 法学学士

030303T 人类学 Anthropology 4 法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周飞舟 62753632 feizhou@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刘爱玉 62754553 liuay@pku.edu.cn
教务管理人员 迟孟昕 62752840 chimx@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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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最早建立的社会学专

业,目前是中国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社会学专业。历年来培养了大量

的社会学专业人才。

2.师资队伍结构

目前拥有28名专职教师,12名跨专业教师。专职教师中,有教授14人,副教授9
人,助理教授5人。专职教师中有博雅讲席教授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博雅特聘

教授3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4人。

二、 培养目标

社会学专业旨在培养以掌握社会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为特色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材。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毕业去向主要是继续在国内外高等学校或

研究机构攻读研究生,以及到政府部门、传媒机构、各类中外调查公司、企事业单位任

职等。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掌握使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

计学以及专门的社会学知识综合地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5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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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英语课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 “通识教育核心课”与 “通选

课”两类课程。具体要求: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D 4 4 一上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一上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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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一上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二上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3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0 一上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 一上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 一下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4 4 0 一下

03132110 论证性论文写作 1 2 0 一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0 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0 二上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 二上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0 二下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0 二下

03132550 社会调查实践 4 4 68
三年级全年

(包括暑期)

2-3毕业论文:5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说明:从下列课程中选满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二上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二下

03130700 历史社会学 2 2 二下

03130840 劳动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640 经济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1530 人口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660 发展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1570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2 三下

03131131 家庭社会学 4 4 三下

03130250 农村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0190 城市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2 2 三下

03130340 宗教社会学 2 2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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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360 民族与社会 2 2 三下

03131900 社会博弈论 2 2 四下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4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修满20学分,具体要求:
(1)本院系课程至少选择8学分;
(2)剩余学分可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 (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此部分学分;与社

会学系开设课程同名的外院系课程不计入有效学分)。
本院系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3111400
支配与社会:马克思·韦伯的 《经济

与社会》
2 2

03130270 社会老年学 2 2

03130280 社会性别研究 2 2

03130321 中国社会史 2 2

03130400 教育社会学思考 2 2

03130420 个案工作 3 3

03130430 群体工作 3 3

03130460 社会保障 3 3

03130470 社会政策 2 2

03130480 社会行政 3 3

03130710 越轨与犯罪社会学 2 2

03130790 贫困与发展 2 2

03130820 民族志研究方法 2 2

03130903 社会研究:经典与方法 2 2

03130904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2 2

03131220 社区工作 3 3

03131290 医学社会学 2 2

03131390 中国社会福利 2 2

03131410 自杀社会问题研究 2 2

03131572 对中国边疆社会的社会学研究 2 2

03131650 人口统计学 2 2

03131700 政治人类学 2 2

03131760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 2 2

03131840 人群与网络 3 3

03131870 公民社会与非营利组织 2 2

03131880 社会学英文原著精读 2 2

03131910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专题 3 3

·52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3132030 人类学专题讲座 3 3

03132000 人类学理论 3 3

03132020 人类学方法 3 3

03132010 人类学史 2 2

03133190 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专题研究 2 2

03136120 不平等、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 2 2

03139110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 2 2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科学研究、社会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习成

绩优良,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纪律处分,毕

业后不自费出国留学的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获得所在学校 (非北大学生)或所在院系

(北大学生)的推荐资格。
(2)对于本系学生,按照本科前三年课程绩点,并考虑科研和社会工作,进行综合排

名 (以本科教务部门提供的材料为准)。
(3)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全校公共必修课程、高等数学、核心课程及本专业限选

课程。
(4)核心课程、本专业限选课程考试不及格重修仍未及格者,无资格申请。
(5)跨专业方向申请者,至少应该辅修或者进行本专业双学位学习,保研时辅修或者

双学位学分已经完成至少50%。
(6)跨专业申请社会工作专业A班 (社会工作专业方向)和社会保障专业硕士,原则

上需修读完成全部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程。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港澳台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A.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大学英语课2~8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C.选修课程40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8学分)
(2)留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A.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

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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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选修课程48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8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16学分)
(3)英语课程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说明

A.港澳台地区学生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B.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的学分可以用3-1专业选修课代替。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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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重建,1989年开始招生,是

中国最早建立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制四年,以宽口径厚基础为教学理念,在第四学期由学

生自主选择。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以掌握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方面的知识为特

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2.师资队伍结构

社会工作专业目前有专职教师7人,跨专业教师28名。专职教师中,有教授2人,
副教授4人,Tenure制助理教授1人。专职教师中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人。

二、 培养目标

社会工作专业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培养

社会需求的从事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

三、 培养要求

社会对社会工作毕业生有很强的社会需求,发展去向主要是进入国内外高等学府继续

攻读学位,到研究部门、政府政策部门、社会福利部门、教学科研机构、基金会、社会组

织和企事业单位任职等。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5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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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大学英语课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英语课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 “通识教育核心课”与 “通选

课”两类课程。具体要求: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D 4 4 一上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一上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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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一上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二上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3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4 4 一下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一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二上

03130420 个案工作 3 3 二上

03130430 群体工作 3 3 二下

03131220 社区工作 3 3 二下

03130480 社会行政 3 3 三上

03130470 社会政策 2 2 三下

03132550 社会调查实践 4 4 68
三年级全年

(包括暑期)

2-3毕业论文:5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说明:从下列课程中选满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2110 论证性论文写作 1 2 一下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二上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二上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二下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二下

03130840 劳动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660 发展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460 社会保障 3 3 三上

03131570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2 三上

03130790 贫困与发展 2 2 三上

03130710 越轨与犯罪社会学 2 2 三上

03130250 农村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0190 城市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1410 自杀社会问题研究 2 2 三下

03131230 社会工作实习 4 4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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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2 2 三下

03131390 中国社会福利 2 2 四上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4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修满20学分,具体要求:
(1)本院系课程至少选择8学分;
(2)剩余学分可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 (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此部分学分;与社

会学系开设课程同名的外院系课程不计入有效学分)。
本院系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3111400
支配与社会:马克思·韦伯的 《经济

与社会》
2 2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03130270 社会老年学 2 2

03130280 社会性别研究 2 2

03132030 人类学专题讲座 3 3

03130321 中国社会史 2 2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03130340 宗教社会学 2 2

03130400 教育社会学思考 2 2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2

03130640 经济社会学 2 2

03130700 历史社会学 2 2

03130820 民族志研究方法 2 2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03130904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 2 2

03131131 家庭社会学 4 4

03131290 医学社会学 2 2

03131360 民族与社会 2 2

03131530 人口社会学 2 2

03131572 对中国边疆社会的社会学研究 2 2

03131650 人口统计学 2 2

03131700 政治人类学 2 2

03131760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 2 2

03131840 人群与网络 3 3

03131870 公民社会与非营利组织 2 2

03131880 社会学英文原著精读 2 2

03131900 社会博弈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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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3131910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专题 3 3

03132000 人类学理论 3 3

03132020 人类学方法 3 3

03132010 人类学史 2 2

03133190 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专题研究 2 2

03136120 不平等、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 2 2

03139110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 2 2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科学研究、社会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习成

绩优良,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纪律处分,毕

业后不自费出国留学的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获得所在学校 (非北大学生)或所在院系

(北大学生)的推荐资格。
(2)对于本系学生,按照本科前三年课程绩点,并考虑科研和志愿服务工作,进行综

合排名 (以本科教务部门提供的材料为准)。
(3)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全校公共必修课程、高等数学、核心课程及本专业限选

课程。
(4)核心课程、本专业限选课程考试不及格重修仍未及格者,无资格申请。
(5)跨专业申请社会工作专业A班 (社会工作专业方向)和社会保障专业硕士,原则

上要求修读完成全部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程。
(6)跨专业方向申请社会工作专业B班 (社会调查与政策评估方向),至少应该辅修

或者进行社会学专业双学位学习,保研时辅修或者双学位学分已经完成至少50%。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港澳台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A.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大学英语课2~8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C.选修课程40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8学分)
(2)留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A.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

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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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选修课程48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8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16学分)
(3)英语课程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说明

A.港澳台学生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B.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的学分可以用3-1专业选修课代替。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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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类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和特色

北京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进行人类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经过30多年

的发展,已经在社会学系形成了在国际和国内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类学专业。1985年

由费孝通先生主持成立社会学研究所,1992年正式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3年,
该所主导成立凝聚多个院系相关学科人员的 “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1995年

起,连续主办六届全国社会文化高级研讨班。199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点以 “社会人类

学”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1998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正式设立人类学

博士点和硕士点,含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地域与族群三个研究方向,面向全国招生,
并招收港澳台和国际学生。北大人类学在2002年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目前在世界大学人

类学专业中排名第63(QS2020),是中国大陆高校唯一进入世界前100位的人类学专业。
北大人类学专业已经培养60余名博士、120余名硕士、20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其

实地调查地点涵盖国内东西部众多地区,近年来又拓展到域外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

工作语言达到15种。人类学专业接受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
瑞典、丹麦、巴西、菲律宾、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

4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生源上具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

2.师资队伍结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目前拥有11位专职教师,20位跨专业教师,在专职教

师中有教授9人,副教授1人,助理教授1人,分别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

的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伦敦大学等获得博士学位。

二、 培养目标

在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已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格局使得

当下中国产生了对海内外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强大需求。无论是基于长期的

国际战略还是短期的外交政策,政府部门需要大量接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对国内外社会

文化有深入理解的高层次人才。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诸多跨国企业也急需能够了解海

外社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国内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科研院

所、外国语大学和区域研究机构也急需培养本领域的师资力量和研究人才。基于这些需

求,人类学本科专业旨在培养掌握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

具有现代科学思想和优良人文素质的专门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掌握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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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心素质、沟通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应至少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

专业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具备外向型人才的素质。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5学分;

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大学英语课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英语课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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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 “通识教育核心课”与 “通选

课”两类课程。具体要求: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2.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D 4 4 一上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一上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一上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一上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二上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3 二上

2-2专业核心课:3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 3 3 一上

03132030 人类学专题讲座 3 3 一下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一下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二上

03132000 人类学理论 3 3 二上

03132010 人类学史 2 2 二上

03132020 人类学方法 3 3 二下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二下

03131700 政治人类学 2 2 三上

03131360 民族与社会 2 2 三下

新开课 田野作业 2 2 三下

03132550 社会调查实践 4 4
三年级全年

(包括暑期)

2-3毕业论文: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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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4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20学分

说明:从下列课程中选满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一下

03132110 论证性论文写作 1 2 一下

新开课 影视人类学 4 4 一年级暑期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二上

03130270 社会老年学 2 2 三上

新开课 语言人类学 2 2 三上

新开课 中国人类学史 4 4 三上

新开课 经济人类学 2 2 三上

新开课 亲属制度 2 2 三上

新开课 文化研究 2 2 三下

新开课 人口人类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医学人类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城市人类学 2 2 三下

新开课 历史人类学 2 2 三下

03130250 农村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0190 城市社会学 2 2 三下

03131131 家庭社会学 4 4 三下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4

3-2自主选修课:20学分

修满20学分,具体要求:
(1)本院系课程至少选择8学分;
(2)剩余学分可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 (辅修专业学分可替代此部分学分;与社

会学系开设课程同名的外院系课程不计入有效学分)。
本院系课程列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新开课 性别人类学 2 2
新开课 应用人类学 2 2
新开课 教育人类学 2 2
新开课 法律人类学 2 2
新开课 工商人类学 2 2
新开课 区域研究 3 3
新开课 神话与仪式研究 3 3
新开课 文化遗产与人类学博物馆研究 3 3
新开课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2 2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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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03131190 社会工作概论 4 4

03130340 宗教社会学 2 2

03130350 教育社会学 2 2

03130700 历史社会学 2 2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03130980 社会性别研究 2 2

03130660 发展社会学 3 3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2 2

03131650 人口统计学 2 2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03131900 社会博弈论 2 2

03131760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学 2 2

03131840 人群与网络 3 3

03131870 公民社会与非营利组织 2 2

03131880 社会学英文原著精读 2 2

03131900 社会博弈论 2 2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科学研究、社会学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学习成

绩优良,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纪律处分,毕

业后不自费出国留学的应届普通本科毕业生,获得所在学校 (非北大学生)或所在院系

(北大学生)的推荐资格。
(2)对于本系学生,按照本科前三年课程绩点,并考虑科研和社会工作,进行综合排

名 (以本科教务部门提供的材料为准)。
(3)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全校公共必修课程、高等数学、核心课程及本专业限选

课程。
(4)核心课程、本专业限选课程考试不及格重修仍未及格者,无资格申请。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港澳台地区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A.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大学英语课2~8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C.选修课程40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0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8学分)
(2)留学生顺利毕业需完成总学分为140个学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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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共基础课程37学分:体育课4学分,信息科学课 (计算概论C)3学分,通识

教育课12学分,“与中国有关的课程”18学分

B.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专业基础课20学分,专业核心课30学分,毕业论文5
学分

C.选修课程48学分:专业选修课20学分,自主选修课28学分 (其中本院系课程不

少于16学分)
(3)英语课程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说明

A.港澳台地区学生英语课程不足8学分,可自主选择课程补齐学分。

B.社会调查实践课程的学分可以用3-1专业选修课代替。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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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一、 学院简介

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2001年12月,是我国建立的第一所政府管理学院。学院的使命

是,传扬政治文明,引领学术新潮,培育优秀公民,造就卓越领袖。首任院长是我国著名

法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授。现任院长是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
常务副院长是燕继荣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既是一个新兴的学院,也有深远的学科传统。学院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政

治学门和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学系,开设了最早的政治学

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本科生和博士生,是中国现代民主科学思想的发源地,也

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百廿年来,北大的政治学研究和教育注重理论基础与前沿研

究、通识教育与专业培养相结合,政、经、法、管与人文教育并重。北京大学政治学名家

荟萃,这些学者最早在中国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的倡导者和

引领者。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学家。曾经在政治学系执教过

的著名学者包括:陶孟和、陈翰笙、燕树棠、周鲠生、陶大镛、王世杰、李大钊、钱端

升、邱昌渭、陈受康、张忠绂、陶希圣、张映南、白鹏飞、陈启修、高一涵、张奚若、许

德珩、杜国庠、萧公权、蒲薛凤、吴恩裕、王铁崖、楼邦彦、王赣愚、崔书琴、罗隆基、
吴之椿、赵宝煦、罗豪才等。

21世纪初创建的政府管理学院,秉承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依托于北

京大学的整体实力,基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优势,为

治国理政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宽厚人文和科学素养、能引领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

的优秀公民和卓越领袖。政府管理学院学科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全职教师52人,
其中教授21人,副教授20人,助理教授11人,其中51人在国内外知名学府获得博士学

位。教师的学术专业背景涵盖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其中多位

教授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引领学术发展,多位教授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
学院下设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城市与区域管理等四个系,另设公共管理

硕士 (MPA)教育中心和高级培训中心。以本院教授为主体设立的关联校级研究机构有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北

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等二十余

个,其中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政府管理学院从本科到博士建立了完备的学位教育结构和课程体系,专业跨越政治、

管理、经济和法学等领域。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应用经济学三个一级学科下,分别设立

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城市管理三个本科专业,设有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

较政治学、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区域经济学等七个硕士和博士专

业,另设有发展管理学硕士专业、公共管理硕士 (MPA)与公共政策硕士英文项目

(MPP),相应授予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学位,并建立了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

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学院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开设 “学术与实践”课程,鼓励



并创造条件让本科生、研究生参加读书会、讲座、社会实践与调研,并至少全程参与由导

师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学院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既

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宽厚的人文情怀;既有广阔的视野,又有历史深度,能引领未来

的卓越人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目前是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单位;

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召集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单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政治学部召集单位。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主持的四次一级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一直名列全国第一,公共管理学科名列前

茅。学院的城市管理专业是全国最早在本科生阶段开设的国家级特色专业。
学院倡导教学与科研并举,特别注重跨学科的基础研究,在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

公共管理、区域经济和城市治理等研究领域,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学院老师不仅承担

多项国家重大和重点项目、部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而且积极参与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

的决策咨询,在引领学术研究的同时,发挥高端学术智库的作用。建院十九年来,学院教

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2370余篇,学术著作260余部,研究报告650余篇,共获得各类研

究经费约4.36亿元。学院与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国际知名大学 (如哈佛大学、耶鲁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德国自由大学、巴黎政治学

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均有重要的教学科研合作。学院还举办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国

际论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坛”、“中国城市政策与管理新年论坛”、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 “治理现代化论坛”等高端论坛,还有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联合举办 “北大

青年政治学人论坛”,推动我院与国内外学界以及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
学院拥有独立的教学科研大楼,拥有一流的教学、科研、办公、图书、会议、视频和

同声传译等设施,并与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共建了多个教学教研实习基地。
政府管理学院建立以来,共培养本科生1654名,硕士研究生9208名 (含 MPA5658

名)和博士研究生838名。除学位教育外,面向国内外举办系列高级培训项目,是中国干

部培训和援外培训的重镇。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在继续深造和选择就业方面前景广阔,
深受欢迎。本科毕业生约四分之三到国内外著名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余毕业生主要到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毕业研究生主要到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或到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决策咨询工作。
学院秉承北京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的传统,坚持 “传扬政治文明,引领学术新潮,培育优秀公民,造就卓越领袖”的宗旨,
加速创建世界一流学院和一流学科,为治国理政培养更多引领未来的杰出人才。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201 政治学与行政学 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 4年 法学学士

120402 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Management 4年 管理学学士

120405 城市管理 UrbanManagement 4年 管理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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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俞可平 62767128 yukp@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包万超 62751742 bao007@pku.edu.cn
教务管理人员 曲晓妍 62751643 zgbk@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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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历史悠久、声望卓著。从京师大学堂法政科政治学门到现代政治

学系的建立,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现已建立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学科和学术

发展成绩斐然,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一级学科评估中,连续四届学

科评估位列全国政治学一级学科第一名,是全国唯一的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本专业依托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课程体系与高质量的专业课程,形成了成熟的专

业教育、训练和培养体系。
本专业坚持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方针,坚持构建 “国际一流、

中国特色、北大风格”的本科教育体系,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培养人才。坚

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构建多样化、开放探索式培养途径。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引导学

生发现志趣、发挥潜力、自主探索和深度学习,强化学生知识体系构建和素质能力的综合

培养。
本专业有全职教师22名,其中教授8名、副教授7名、助理教授7名。学生与专任

教师的生师比为1∶1.57左右。专任教师中21人拥有博士学位,10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

位。教师队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道德品格高尚,具备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实事求

是的学风、积极进取和科学创新精神。精通专业理论和方法,具有完成本专业教学和人才

培养的国际视野、知识储备和培育能力。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需求和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培养人才。本专业旨在培养胜任中央和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教学机构及社会组织中的政治与行政事务的高级管理人

员、适应理论宣传、媒体评论、政策分析、民意调查等工作的专业人才,并选拔优秀毕业

生进一步学习深造,培养高级教学科研人才。毕业生应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优良的

道德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热爱祖国,爱岗敬业;具备政治和法治思维、管理能力和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掌握理论思考、调查研究、政策分析、组织协调和创新创业等方法。毕业后,
在实际管理岗位成长为管理骨干和领导者,在理论宣传岗位,逐步成长为思想家和理论

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通过进一步深造,成长为知名专家学者。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掌握政治

学专业知识和方法,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通晓国家和政府管理有关

法律、制度、方针和政策,知晓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和相关信息;掌握高等数学、社会统

计、计算机和网络应用技术;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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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优良的政治素养和品质,忠于祖国和人民;具备集体意识、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

意识,具备政治敏锐性和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诚信

品格和集体合作精神;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具备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和心理。
具备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和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学习能力和运用能力,流畅的汉语

表达、人际沟通和写作能力以及熟练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外语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 共 基 础 课 程:

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学分、留学生7学分,差

异部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

足毕业学分;普通本科生27~33学分,

差异6学分来源于英语分级,考试成绩

为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

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核心课和通选课不得

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学分

2.专 业 必 修 课 程:

56学分

(课堂与课后学习量

为1∶2)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

修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3学分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和社会调研与实践各2
学分

3.选 修 课 程:41
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和学院外模块课

程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分、留学生7学分,差异部分从 “与

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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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春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 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具体开课学期按学校教务部当年公布的开课计划执行;

② 《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 (具体细则参考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

法”);新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为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共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和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

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本专业基础课如果是本院开设的课程,必须选本院开设的

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4 4 0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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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90
高等数学 (D类基础:体特生和留学

生专选)
4 4 0 一上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上、二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一上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0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0 二上

0323263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二上、二下

03232960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0 二上、二下

注:“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国政府与政治”3门课程均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各有2个,3门

课程均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本专业所有核心课必须选本院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

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3 0 二上、二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3 0 二下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3 3 0 二下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03232970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3 3 0 三上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3 3 0 三上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0 三上

03232980 地方政府与政治 3 3 0 三下

03232990 西方政治制度 3 3 0 三下

注:“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有2个,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

2-3毕业论文:3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一篇专业论文,要求:
(1)在学科专业范围内选题,选题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问题和论点明确、逻

辑清晰、内容充实、论据可靠、表述准确、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有一定的创新性且遵守

相关学术规范。能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评析,明确现实作者研究的原创性。能运用相

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素材分析问题、进行论证或阐释或/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思路。
(2)时间安排:第七学期完成师生双选、确定论文选题并提交论文报告,第八学期的

三月底完成初稿,四月中旬提交中期报告,四月底完成终稿并提交查重,五月中旬完成装

订并提交。
(3)论文篇幅:一万至两万字之间 (含引注)。
(4)学术规范:学生对提交的论文要做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自律声明,引用他人成果时

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学院将使用北京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系统进行论文重复

率核查并做出结论。论文格式需要符合规范。
(5)导师对论文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院组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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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情况,有权对导师给出的论文成绩进行更改,并作为学生毕业论文最终成绩记录在

案。论文最终成绩及格,方能获得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2-4-1人文社科经典阅读:2学分

要求:本科四年至少参加十场由本院教师开设或主持的读书会,记录读书会内容并撰

写读书报告 (三千字左右)。由相关助教考勤、收集读书报告、交由导读教师按百分制评

定成绩并报本科教务备案。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

定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课程号:0323291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2-4-2社会调研与实践:2学分

要求:在导师指导下,本科四年到国家机关、其他公共组织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至少调

研或实践四周,并撰写调研或实践报告 (六千字左右);调研或实践报告由导师按百分制

予以成绩评定,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 《社会调

研与实践》(课程号:0323293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说明:①四周的调研时间可分段累计完成;

②可用学院开设的 “城市规划治理实践” (课程号:03232950)进行折抵,一

旦折抵,“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将不再计入毕业学分。

3.选修课程:4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3-1-1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除标注的限制条件外,在下列任何类别中选修满足

学分即可。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政治学提升

及 拓 展 类

(至 少 选 修

3门)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0
03233040 政治学阶梯:体系与问题 4 6 0 二上

03231660 政治哲学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上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3 3 0 二上

03233050 新政治学 3 3 0 二上

03232650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下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0 二下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二下

03233000
法治政府概论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3060 监察与监督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3080 国家治理理论 3 3 0 三上

03233090 中国古典政治思想文本阅读 3 3 0 三上

03233100 俄罗斯与东欧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1740 美国政府与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3110
“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3120 政治心理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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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政治学提升

及 拓 展 类

(至 少 选 修

3门)

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0 三下

03233070 政治学学科史 3 3 0 三下

03233130 共享价值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创新 3 3 0 三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三下

03233140 近现代欧洲政治思想 3 3 0 三下

03233150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 3 3 0 三下

03233160
政治分析中的重大问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行政管理类

03232080 日本经济 2 2 0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3 3 0 二下

03233170 行政学说史 3 3 0 二下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3 3 0 二下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920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3 3 0 三上

03233180 公务员制度 2 2 0 三上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0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3 3 0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190 经济法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2680
全球 视 野 下 的 中 国 工 业 与 经 济

发展
3 3 0 三下

03231530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理 3 3 0 三下

03232720 电子政务概论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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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城市管理类

03231240
经济地理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1250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3020
城市历史与文化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2360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560
城市经济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550
区域经济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450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3 3 0 三上

03231260
城市规划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030
城市发展与政策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200 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 3 0 四上

方法类 (至
少 选 修 2
门)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0 一下

03232400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3 3 0 二上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890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480 博弈论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3 3 0 三上

03232470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3 3 0 三下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0 三下

前沿专题讨

论与外籍教

师前沿性英

文课程 (至
少 选 修 1
门)

03233210 全球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20 国家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30 社会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4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50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60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70 中国城市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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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前沿专题讨

论与外籍教

师前沿性英

文课程 (至
少 选 修 1
门)

03233280 法治中国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90 中国人权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300 城市应急管理 1 4 0
四上

四下

03233310 国际政治前沿 (英文) 1 4 0
三上

三下

科研训练

3033003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注:① 荣誉课程。荣誉课程指的是本科生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修完该课程,学生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期间

相关课程可做替换免修。

选修荣誉课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完成本科公共与基础课程及相关专业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及学分,

且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50%;最多选修5门课,总学分最多15学分。

② 科研训练。学院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本科四年完整地参与一项课题 (包括纵向、横向和导

师自拟课题,相关助研费按有关规定支付),可以是独立开展研究,也可以是组成小组开展研究,但小组

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3人,且成员间有明确的分工和任务。研修时间:学生能够投入较充足的时间,进

行科研活动一年以上 (含一年)。成绩评定:学生提交结题材料,结题材料包括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

指导教师对学生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和科研工作的评价。学院组织开展结题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

并根据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结果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年五月一日前汇总完毕。(结题论文或报告的

内容,原则上不能与毕业论文的内容重复使用,三千字左右)

经导师推荐,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满足科研学分要求:

① 学校立项的本研项目,通过结题答辩。

② 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③ 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期刊文章 (至少一篇)。

3-1-2学院外模块课程:12学分,从下列任何模块课程选修满足学分即可。
法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3 秋季

02930152 刑法总论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480 国际公法 法学院 4 4 秋季

02930470 商法总论 法学院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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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社会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系 4 4 春季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注:在课程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开课学期、学分、授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等按照各院系最新版教学计

划执行,新课程和新课号仍可作为限选课程。若涉及先修要求,学生自行与授课教师协调。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可根据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从除毕业要求的专业选修课程中剩余的课程以及学校所开

放的课程中选择。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学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必须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和核心课

程,且成绩优良;出访交流学习的学生,要求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以及七门专业核心

课程且成绩优良。符合上述条件,且绩点排名专业前70%者可获得保研资格。
(2)学生申请推免到院外和校外攻读研究生的,要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规定的

有关条件。
(3)专项计划和元培计划按学校的推荐免试规定执行。
(4)学生获得推免资格后,如申请学籍异动,将不得再次申请推免。

2.荣誉学位要求

对特别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学位分会审核,可授予 “荣
誉学士学位”证书。

申请优秀毕业荣誉学位的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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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七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且平均成绩85分以上。
(5)科研训练成绩85分以上。
(6)毕业论文参与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最终得分90分以上。
(以上综合排名并按照成绩排名择优申请)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必修 “计算概论C”、 “体育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
以及 “大学英语”等课程共26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里选

修补足毕业学分。
(2)港澳台学生必修 “大学英语”(根据英语分级的要求选课)、“计算概论C”、“体育

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等课程共18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所有低年级学生 (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按照每学期开课计划进行选课,不得中

期退课;
(2)学生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选课,不得逆向选课;
(3)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类,不能重复使用;
(4)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

则学院有权选择性承认;
(5)外院系转入学生,之前所修原专业的核心课程,可根据课程情况认定在自主选修

课程中;
(6)学生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由学生个人负责。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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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源远流长,发端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和

法政科。作为中国现代行政学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在国内最早设置行政学相关课程 (1902
年),最早出版行政学相关著作 (1921年),最早讲授 “行政学原理”(1931年),最早在

大学中设立专门的行政学研究机构 (1934年设立行政研究室)。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行

政管理专业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创新发展,现已成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

柱学科。
本专业包括行政管理学系和公共政策学系两个教学分支机构和多个校级研究机构,拥

有全职教师23名,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11名、助理教授3名,师资力量雄厚,教育经

历优异,学科背景多元。本专业建有包括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在内的完整培养体系,
设有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主要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宪法与行政法学、
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原理、中国政府与政治、行政伦理学、公共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

与管理、行政学研究方法、组织与管理、管理运筹学、法治政府概论、比较公共管理、地

方政府管理等。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人文关怀、独立人格、创新精神、战略眼光、担当精神,全面掌

握现代行政管理和法治政府基本理论与方法,能够引领未来政府和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管理

潮流的卓越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学习,学生应系统掌握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能够胜任相关实际

行政管理工作,引领我国未来行政管理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

能够掌握学科基本研究方法,为今后硕士和博士阶段的进一步深造奠定坚实基础。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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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

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学分、留学生7学分,差异

部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

学分;普通本科生27~33学分,差异6学

分来源于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为B、C、C+
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

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核心课和通选课不得计入

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

56学分

(课堂与课后学习

量为1∶2)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3学分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和社会调研与实践各2
学分

3.选 修 课 程:41
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和学院外模块课程

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分、留学生7学分,差异部分从 “与
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春季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 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具体开课学期按学校教务部当年公布的开课计划执行;

② 《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 (具体细则参考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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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为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共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术与

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和通选课两部分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

学分;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

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本专业基础课如果是本院开设的课程,必须选本院开设的

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4 4 0 一上

00332590
高等数学 (D类基础:体特生和留学

生专选)
4 4 0 一上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上、二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一上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0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0 二上

0323263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二上、二下

03232960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0 二上、二下

注:“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国政府与政治”3门课程均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各有2个,3门

课程均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本专业所有核心课必须选本院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

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3 3 0 二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3 3 0 二上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 3 0 二下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3 3 0 二下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3 3 0 三上

03233000 法治政府概论 3 3 0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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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3 3 0 三下

2-3毕业论文:3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一篇专业论文,要求:
(1)在学科专业范围内选题,选题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问题和论点明确、逻

辑清晰、内容充实、论据可靠、表述准确、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有一定的创新性且遵守

相关学术规范。能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评析,明确现实作者研究的原创性。能运用相

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素材分析问题、进行论证或阐释或/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思路。
(2)时间安排:第七学期完成师生双选、确定论文选题并提交论文报告,第八学期的

三月底完成初稿,四月中旬提交中期报告,四月底完成终稿并提交查重,五月中旬完成装

订并提交。
(3)论文篇幅:一万至两万字之间 (含引注)。
(4)学术规范:学生对提交的论文要做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自律声明,引用他人成果时

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学院将使用北京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系统进行论文重复

率核查并做出结论。论文格式需要符合规范。
(5)导师对论文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院组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

答辩情况,有权对导师给出的论文成绩进行更改,并作为学生毕业论文最终成绩记录在

案。论文最终成绩及格,方能获得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2-4-1人文社科经典阅读:2学分

要求:本科四年至少参加十场由本院教师开设或主持的读书会,记录读书会内容并撰

写读书报告 (三千字左右)。由相关助教考勤、收集读书报告、交由导读教师按百分制评

定成绩并报本科教务备案。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

定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课程号:0323291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2-4-2社会调研与实践:2学分

要求:在导师指导下,本科四年到国家机关、其他公共组织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至少调

研或实践四周,并撰写调研或实践报告 (六千字左右);调研或实践报告由导师按百分制

予以成绩评定,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 《社会调

研与实践》(课程号:0323293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说明:① 四周的调研时间可分段累计完成;

② 可用学院开设的 “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号:03232950)进行折抵,一

旦折抵,“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将不再计入毕业学分。

3.选修课程:4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3-1-1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除标注的限制条件外,在下列任何类别中选修满足

学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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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行政管理提

升及拓展类

(至 少 选 修

2门)

03232080 日本经济 2 2 0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3 3 0 二下

03233170 行政学说史 3 3 0 二下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3 3 0 二下

03232920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3 3 0 三上

03233180 公务员制度 2 2 0 三上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0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3 3 0 三上

03233190 经济法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2680
全球 视 野 下 的 中 国 工 业 与 经 济

发展
3 3 0 三下

03231530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理 3 3 0 三下

03232720 电子政务概论 3 3 0 三下

政治学类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0
03233040 政治学阶梯:体系与问题 4 6 0 二上

03231660 政治哲学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上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3 3 0 二上

03233050 新政治学 3 3 0 二上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二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650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下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0 二下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二下

03232970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3060 监察与监督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3080 国家治理理论 3 3 0 三上

03233090 中国古典政治思想文本阅读 3 3 0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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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政治学类

03233100
俄罗斯与东欧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1740 美国政府与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3980
地方政府与政治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2990
西方政治制度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110
“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3120 政治心理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0 三下

03233070 政治学学科史 3 3 0 三下

03233130 共享价值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创新 3 3 0 三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三下

03233140 近现代欧洲政治思想 3 3 0 三下

03233150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 3 3 0 三下

03233160
政治分析中的重大问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城市管理类

03231240
经济地理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1250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3020
城市历史与文化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2360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560
城市经济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550
区域经济学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450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3 3 0 三上

03231260
城市规划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030
城市发展与政策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200 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 3 0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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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方法类

(“应用统计

学”必选)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0 一下

03232400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3 3 0 二上

03232890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城市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480 博弈论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3 3 0 三上

03232470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3 3 0 三下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0 三下

前沿专题讨

论与外籍教

师前沿性英

文课程 (至
少 选 修 1
门)

03233210 全球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20 国家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30 社会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4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50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60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70 中国城市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80 法治中国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90 中国人权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300 城市应急管理 1 4 0
四上

四下

03233320 国际公共管理前沿 (英文) 1 4 0
三上

三下

科研训练

3033003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注:① 荣誉课程。荣誉课程指的是本科生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修完该课程,学生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期间

相关课程可做替换免修。选修荣誉课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完成本科公共与基础课程及相关专业的专业

核心必修课程及学分,且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50%。最多选修5门课,总学分最多15学分。

② 科研训练。学院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本科四年完整地参与一项课题 (包括纵向、横向和导

师自拟课题,相关助研费按有关规定支付),可以是独立开展研究,也可以是组成小组开展研究,但小组

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3人,且成员间有明确的分工和任务。研修时间:学生能够投入较充足的时间,进

行科研活动一年以上 (含一年)。成绩评定:学生提交结题材料,结题材料包括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

指导教师对学生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和科研工作的评价。学院组织开展结题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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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结果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年五月一日前汇总完毕。(结题论文或报告的

内容,原则上不能与毕业论文的内容重复使用,三千字左右)

经导师推荐,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满足科研学分要求:

① 学校立项的本研项目,通过结题答辩。

② 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③ 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期刊文章 (至少一篇)。

3-1-2学院外模块课程 (12学分--从下列任何模块课程选修满足学分即可)
法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3 秋季

02930152 刑法总论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480 国际公法 法学院 4 4 秋季

02930470 商法总论 法学院 2 2 春季

经济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社会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学分 周学时 开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系 4 4 春季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注:在课程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开课学期、学分、授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等按照各院系最新版教学计

划执行,新课程和新课号仍可作为限选课程。若涉及先修要求,学生自行与授课教师协调。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可根据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从除毕业要求的专业选修课程中剩余的课程以及学校所开

放的课程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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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学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必须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和核心课

程,且成绩优良;出访交流学习的学生,要求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以及七门专业核心

课程且成绩优良。符合上述条件,且绩点排名专业前70%者可获得保研资格。
(2)学生申请推免到院外和校外攻读研究生的,要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规定的

有关条件。
(3)专项计划和元培计划按学校的推荐免试规定执行。
(4)学生获得推免资格后,如申请学籍异动,将不得再次申请推免。

2.荣誉学位要求

对特别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学位分会审核,可授予 “荣
誉学士学位”证书。

申请优秀毕业荣誉学位的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3)前七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且平均成绩85分以上。
(5)科研训练成绩85分以上。
(6)毕业论文参与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最终得分90分以上。
(以上综合排名并按照成绩排名择优申请)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必修 “计算概论C”、 “体育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
以及 “大学英语”等课程共26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里选

修补足毕业学分。
(2)港澳台学生必修 “大学英语”(根据英语分级的要求选课)、“计算概论C”、“体育

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等课程共18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所有低年级学生 (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按照每学期开课计划进行选课,不得中

期退课;
(2)学生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选课,不得逆向选课;
(3)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类,不能重复使用;
(4)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

则学院有权选择性承认;
(5)外院系转入学生,之前所修原专业的核心课程,可根据课程情况认定在自主选修

课程中;
(6)学生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由学生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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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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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城市管理专业

一、 专业简介

空间、效率、公平与品质是城市发展与运转最为核心的环节,其聚焦点在于如何更好

地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和运营城市。城市管理是管理学融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城乡

规划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主要方向之一,并呈现多样化发

展格局。面向国家城镇化发展的重大需要,2003年北京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结合公共管理

学科建设,开中国之先河,设立了全国最早的城市管理本科专业。2007年北京大学城市

管理专业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试点,2008年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本专业现有全职教师7名,其中教授4名,副教授2名、助理教授1名,所有专任教

师全都拥有国内外顶尖大学博士学位。本专业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与博士后从城

市管理到区域经济学跨学科的培养和衔接体系。主要课程包括城市管理、经济地理学、城

市历史与文化、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城市治理定量方法、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城市规划、城市发展与政策、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宪法与行政法学、中国政府

与政治、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原理等。

二、 培养目标

北京大学城市管理专业贯彻 “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方针,坚

持构建 “国际前沿、国家需求、北大风格”的教育理念,融通识教育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品格等方面的全面成长,使学生 “懂得自己、懂得社会、懂得中

国、懂得世界”,旨在培养具有人文关怀、独立人格与创新精神和全球视野的综合型城市

管理领袖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具备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批判精神,能够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城市

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解党和国家有关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方针与政策,了解全球城市和区

域发展的主要趋势,了解城市管理的经典案例、先进经验,具备独立观察、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通过四年的学习,系统掌握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域科学、地理学等多

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城市管理学专业基础理论,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把握学科发展前沿动态,熟练运用各种先进的管理工具与方法,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管理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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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4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 共 基 础 课 程:

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学分、留学生7学分,差

异部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

足毕业学分;普通本科生27~33学分,

差异6学分来源于英语分级,考试成绩

为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

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核心课和通选课不得

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学分

2.专 业 必 修 课 程:

56学分

(课堂与课后学习量

为1∶2)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专业大类必修课或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

修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3学分 属非课程必修要求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和社会调研与实践各2
学分

3.选 修 课 程:41
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和学院外模块课

程12学分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港澳台学生15分、留学生7学分,差异部分从 “与
中国有关的课程”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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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具体开课学期按学校教务部当年公布的开课计划执行;

② 《大学英语》系列课程采取进阶分级式 (具体细则参考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管理办

法”);新生英语等级考试成绩为B、C、C+的学生,可以从自主选修课程里面选择学分补足8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共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术与

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和通选课两部分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至少修读一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至少修读2学分;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6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专业基础课,一般为专业大类必修课或

专业核心课的先修必修课。

2-1专业基础课:22学分 (本专业基础课如果是本院开设的课程,必须选本院开设的

课程,外院开设的同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332580 高等数学 (D类) 4 4 0 一上

00332590
高等数学 (D类基础:体特生和留学

生专选)
4 4 0 一上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上、二下

03232580 行政学原理 3 3 0 一上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0 一下

03231620 公共政策分析 3 3 0 二上

0323263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二上、二下

03232960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0 二上、二下

注:“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中国政府与政治”3门课程均为平行课程,选课学期各有2个,3门

课程均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任一学期上课。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本专业所有核心课必须选本院开设的课程,外院开设的同

名课程不能作为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1240 经济地理学 3 3 0 二上

03231250 城市管理 3 3 0 二上

03233020 城市历史与文化 3 3 0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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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360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与应用 3 3 0 二下

03232890 城市治理定量方法 3 3 0 二下

03232560 城市经济学 3 3 0 三上

03232550 区域经济学 3 3 0 三上

03231260 城市规划 3 3 0 三下

03233030 城市发展与政策 3 3 0 三下

2-3毕业论文:3学分

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一篇专业论文,要求:
(1)在学科专业范围内选题,选题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问题和论点明确、逻

辑清晰、内容充实、论据可靠、表述准确、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有一定的创新性且遵守

相关学术规范。能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评析,明确现实作者研究的原创性。能运用相

关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素材分析问题、进行论证或阐释或/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思路。
(2)时间安排:第七学期完成师生双选、确定论文选题并提交论文报告,第八学期的

三月底完成初稿,四月中旬提交中期报告,四月底完成终稿并提交查重,五月中旬完成装

订并提交。
(3)论文篇幅:一万至两万字之间 (含引注)。
(4)学术规范:学生对提交的论文要做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自律声明,引用他人成果时

必须注明出处,严禁抄袭,学院将使用北京大学毕业设计 (论文)管理系统进行论文重复

率核查并做出结论。论文格式需要符合规范。
(5)导师对论文按百分制评定成绩。学院组织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

答辩情况,有权对导师给出的论文成绩进行更改,并作为学生毕业论文最终成绩记录在

案。论文最终成绩及格,方能获得学分。

2-4其他非课程必修要求:4学分

2-4-1人文社科经典阅读:2学分

要求:本科四年至少参加十场由本院教师开设或主持的读书会,记录读书会内容并撰

写读书报告 (三千字左右)。由相关助教考勤、收集读书报告、交由导读教师按百分制评

定成绩并报本科教务备案。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

定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课程号:0323291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2-4-2社会调研与实践:2学分

要求:在导师指导下,本科四年到国家机关、其他公共组织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至少调

研或实践四周,并撰写调研或实践报告 (六千字左右);调研或实践报告由导师按百分制

予以成绩评定,每年六月一日前汇总完毕。学生于大四下学期在选课系统中选定 “社会调

研与实践”(课程号:03232930),由任课老师评定课程最终成绩。
说明:① 四周的调研时间可分段累计完成;

② 可用学院开设的 “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号:03232950)进行折抵,一

旦折抵,“城市规划治理实践”课程将不再计入毕业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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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4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3学分

3-1-1学院内进阶课程:21学分,除标注的限制条件外,在下列任何类别中选修满足

学分即可。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公共管理提

升及拓展类

03232450 房地产经济与管理 3 3 0 三上

03233200 城市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 3 0 四上

03232080 日本经济 2 2 0

03232530
公共经济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0120
组织与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

0323116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1130
地方政府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1470 货币与金融政策 3 3 0 二下

03233170 行政学说史 3 3 0 二下

03231140 公共财政与税收 3 3 0 二下

03231610
管理运筹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3000
法治政府概论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920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0450 行政领导学 3 3 0 三上

03233180 公务员制度 2 2 0 三上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0 三上

03232510 公共组织战略管理 3 3 0 三上

03231120
比较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010
行政伦理学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190 经济法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2680
全球 视 野 下 的 中 国 工 业 与 经 济

发展
3 3 0 三下

03231530 财政预算与行政财务管理 3 3 0 三下

03232720 电子政务概论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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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政治学类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0
03233040 政治学阶梯:体系与问题 4 6 0 二上

03231660 政治哲学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上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3 3 0 二上

03233050 新政治学 3 3 0 二上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上、二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650
政治科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荣誉课程)
3 3 0 二下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0 二下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二下

03232970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2600
政治学前沿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上

03233060 监察与监督专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3080 国家治理理论 3 3 0 三上

03233090 中国古典政治思想文本阅读 3 3 0 三上

03233100
俄罗斯与东欧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1740
美国政府与政治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2980
地方政府与政治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990
西方政治制度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核心课)
3 3 0 三下

03233110
“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3120 政治心理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1690 发展政治学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0 三下

03233070 政治学学科史 3 3 0 三下

03233130 共享价值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创新 3 3 0 三下

0323269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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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课号 专业选修课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政治学类

03233140 近现代欧洲政治思想 3 3 0 三下

03233150 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 3 3 0 三下

03233160
政治分析中的重大问题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下

方法类

(“应用统计

学”必选)

03232300 应用统计学 3 3 0 一下

03232400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3 3 0 二上

03232640
行政学研究方法

(行政管理专业核心课)
3 3 0 二下

03232480 博弈论 (荣誉课程) 3 3 0 三上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3 3 0 三上

03232470 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 3 3 0 三下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0 三下

前沿专题讨

论与外籍教

师前沿性英

文课程 (至
少 选 修 1
门)

03233210 全球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20 国家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30 社会治理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4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50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60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70 中国城市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80 法治中国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290 中国人权发展前沿问题 1 4 0
三上

三下

03233300 城市应急管理 1 4 0
四上

四下

03233320 国际公共管理前沿 (英文) 1 4 0
三上

三下

科研训练

3033003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0 0
三上

三下

注:① 荣誉课程。荣誉课程指的是本科生选修的研究生课程。修完该课程,学生在本校攻读研究生期间

相关课程可做替换免修。选修荣誉课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完成本科公共与基础课程及相关专业的专业

核心必修课程及学分,且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50%。最多选修5门课,总学分最多15学分。

② 科研训练。学院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本科四年完整地参与一项课题 (包括纵向、横向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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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自拟课题,相关助研费按有关规定支付),可以是独立开展研究,也可以是组成小组开展研究,但小组

成员原则上不得超过3人,且成员间有明确的分工和任务。研修时间:学生能够投入较充足的时间,进

行科研活动一年以上 (含一年)。成绩评定:学生提交结题材料,结题材料包括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

指导教师对学生结题论文 (或结题报告)和科研工作的评价。学院组织开展结题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

并根据答辩或结题材料评阅结果按百分制予以成绩评定,每年五月一日前汇总完毕。(结题论文或报告的

内容,原则上不能与毕业论文的内容重复使用,三千字左右)

经导师推荐,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满足科研学分要求:

① 学校立项的本研项目,通过结题答辩。

② 参加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③ 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期刊文章 (至少一篇)。

3-1-2学院外模块课程 (12学分--从下列任何模块课程选修满足学分即可)
城市及综合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1532190 中外城市建设史 城环学院 2 2 秋季

01532230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城环学院 2 2 春季

12635230 城市生态与环境规划 城环学院 2 2 春季

01534070 土地评价与管理 城环学院 2 2 秋季

01532370 城市设计 城环学院 3 3 秋季

01532420 城市地理学 城环学院 3 3 秋季

01532470 城市社会学 城环学院 2 2 春季

01532480 城市生态学 城环学院 2 2 春季

01531710 文化地理学 城环学院 2 2 秋季

01531900 人文地理 城环学院 2 2 秋季

01532130 人口地理 城环学院 2 2 秋季

12635280 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 城环学院 3 3 春季

12639080 花园城市的中国实践 城环学院 2 3 春季

12635140 交通分析模拟与规划 城环学院 2 2 春季

12635050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城环学院 3 3 秋季

01536040 应用数理统计方法 城环学院 3 3 秋季

法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法学院 3 3 秋季

02930152 刑法总论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法学院 4 4 春季

02930480 国际公法 法学院 4 4 秋季

02930470 商法总论 法学院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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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院 4 3 全年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院 3 3 春季

社会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系 4 4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系 4 4 春季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社会学系 2 2 春季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社会学系 2 2 秋季

注:在课程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开课学期、学分、授课教师和授课方式等按照各院系最新版教学计

划执行,新课程和新课号仍可作为限选课程。若涉及先修要求,学生自行与授课教师协调。

3-2自主选修课:8学分 (辅修专业学分可做替代)

可根据兴趣和未来发展需要从除毕业要求的专业选修课程中剩余的课程以及学校所开

放的课程中选择。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1)学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本院研究生的,必须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和核心课

程,且成绩优良;出访交流学习的学生,要求完成全校公共与基础课程以及七门专业核心

课程且成绩优良。符合上述条件,且绩点排名专业前70%者可获得保研资格。
(2)学生申请推免到院外和校外攻读研究生的,要符合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规定的

有关条件。
(3)专项计划和元培计划按学校的推荐免试规定执行。
(4)学生获得推免资格后,如申请学籍异动,将不得再次申请推免。

2.荣誉学位要求

对特别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学位分会审核,可授予 “荣
誉学士学位”证书。

申请优秀毕业荣誉学位的要求:
(1)思想品德好,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已获得所修专业的学士学位授予资格。

·17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3)前七个学期总平均绩点位于全院毕业本科生的前30%。
(4)完成荣誉课程学习要求,且平均成绩85分以上。
(5)科研训练成绩85分以上。
(6)毕业论文参与学院组织的论文答辩,最终得分90分以上。
(以上综合排名并按照成绩排名择优申请)

3.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1)留学生必修 “计算概论C”、 “体育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
以及 “大学英语”等课程共26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适用于留学生的课程里选

修补足毕业学分。
(2)港澳台学生必修 “大学英语”(根据英语分级的要求选课)、“计算概论C”、“体育

系列课程”;其中 “思政类课程”和 “军理”等课程共18学分,从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适用于港澳台学生的课程里选修补足毕业学分。

4.关于学生选课的补充规定

(1)所有低年级学生 (一年级和二年级)必须按照每学期开课计划进行选课,不得中

期退课;
(2)学生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选课,不得逆向选课;
(3)每门课程只能计入一次课类,不能重复使用;
(4)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称的课程,否

则学院有权选择性承认;
(5)外院系转入学生,之前所修原专业的核心课程,可根据课程情况认定在自主选修

课程中;
(6)学生因未遵守上述规定而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由学生个人负责。

七、 课程地图

·273·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之一,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育的诞生地。1920年开始,李大钊和陈启修、高一涵等教授一起,在北京大

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法学系的不同年级开设 “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

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1992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这是全国建立的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

院。2016年1月,学院被中宣部、教育部确定为首批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
年9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被确定为全国 “双一流”建设学科。2018年1月,
经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与马克思主义学

院一体建设,互相推进。

2014年,学校通过了 《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 “马院姓马 在马言

马”的办院原则,提出了建设具有 “北大气派、中国特色、世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院”
总体目标。学院先后启动和着力于系列工程建设: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马克思主义

理论卓越人才,启动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基础性学术工程——— 《马藏》编纂

与研究,定期举办世界性高端学术论坛 “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培育和建设 “中国道路

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建设全国第一座以

马克思名字命名的 “马克思楼”等等。目前,全院师生奋发努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来马克思主义学院视察指导工作时强调的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 ‘马院姓

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等重要讲话精神,为完成新时代 “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把学院建设成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传播中心和理论高地而砥砺

前行。
学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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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

问题);还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3个二级

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形成层次齐全、结构合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

较为完整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师资队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常设基地,于2015、2018年召开

了两次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2016、2017、2019年召开了三次小型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

会。通过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平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全球200多位马克思主

义领域里的顶尖学者建立了直接的学术交流,学院聘请十多位国际学者作为学院客座教

授,每年为学院开设讲座近百场。
学院现有的学术平台主要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三个研究

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国家

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教材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研究中



心,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和国际

传播研究中心,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常设基地,北京大学重点培育的国家 “2011协同创

新中心”———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协同创新中心。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卓越人才培养的目标定向、本硕博一体化、大

量经典研读、学生自组织的多形式读书活动、与学院高端平台有机融合、导师和导师组协

同指导、严格考核机制、国际化、规范的程序控制、与学界动态密切结合等特点的人才培

养模式。
学院每学期组织300多场活动,活动形式包括午餐沙龙、读书会校级交流会、博士生

四校论坛、研究生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讲师团、《马克思主义

经典读书报》编辑、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辅导讲座、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北大论坛、学

年论文演讲沙龙、“本硕博协同读书小组”,由博士生、硕士生带动本科生同学一起研读

经典。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具有广泛的继续深造的学科平台。马克思主义学院九

个硕士点和博士点对接一个本科专业,提供本硕博直通培养渠道;以世界马克思大会为平

台,提供广泛的国际访学机会;高校、科研单位、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我院毕业生

需求旺盛。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504T 马克思主义理论 MarxistTheory 四年制 法学

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于鸿君 ——— ———

主管教学副院长 宋朝龙 ——— songchaolong@163.com
教务管理人员 姚苏薇 62751940 yaosuwei@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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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一、 专业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进

行整体性研究的专业。本专业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各部

分间的内在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前提、方法论基础、本质特征、发展历程、现

实形态、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学科

是一门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
本专业计划在新招的本科生培养中实行导师制培养模式,贯通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现在有在岗专职教师46人,其中教授24人,副教授20人,讲师2人。另聘有

10多位国际知名学者作为学院客座教授。在教师队伍中重点人才方面,有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5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会委员3人,教育部马克思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5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

家5人,国家 “万人计划”等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国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教育部跨 (新)世纪优秀人才5人,中宣部 “四个一批”人才2
人,青年长江学者1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6人。参加中央 “马工程”全国统编

教材的编写者12名,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2名。

二、 培养目标

(1)培养高素质专业理论人才。本专业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坚持 “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国际性”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

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人文素养高、综合创新能力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2)培养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人才。马克思主义最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专业

坚持 “埋首经典、关注现实”的培养理念,坚持以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

向,培养具有理论思维、战略思维、政治坚定、品德高尚的治国理政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2)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掌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掌握。
(3)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有明确的理解和掌握。
(4)根据 “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国际性”的培养要求,成长为基础扎实、知识

面宽、人文素养高、综合创新能力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5)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坚持以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形成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卓越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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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法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1/132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27~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15~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7/4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3/14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1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39~5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7-25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2~4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27~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15~33学分 (思政16学分,确认)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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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开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注:① 全校本科思想政治课的替代选课方案:2019级、2020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可从 “选修

课程”(含专业选修课、自主选修课)中选修12学分替代 “思修”“史纲”“马原”“毛概”“习概”,注意

替代选课后仍须达到要求:专业选修课16~24学分,自主选修课20~38学分。

② 关于公共必修课的培养目标、修读要求、课程设置等内容,详见2020年发布的 《通识课程培养

方案》、《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课教学管理办法》《大学英语课程培养方案》、《军事理论课培养方案》以

及 《北京大学体育课程方案》。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 “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艺术与人文”以及

“数学、自然与技术”四个系列,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程,
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通识课程培养方案》。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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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3/14学分

专业基础课包含 “综合学科基础课”、 “语言基础课”两个模块,要求学生必须修习

“综合学科基础课”模块中全部课程,选修 “语言基础课”中任一课程。最终获得专业基

础课13学分或14学分。

2-1-1综合学科基础课 (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3 3 0 一上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0 一下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0 二上

2-1-2语言基础课 (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632601 公共基础德语 (一) 4 6 0 一上

03730821 公共俄语 (一) 3 4 0 一上

2-2专业核心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3 3 0 一上

04030002 政治经济学 4 3 16 一上

04030003 科学社会主义 2 2 0 二下

040300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 3 0 三下

0403000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2 2 0 一下

0403001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3 3 0 三下

0403001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3 0 二下

04030008 中国近现代史重要问题研究 3 3 0 三上

04030009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上) 4 3 16 一下

0403001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读 (下) 4 4 0 二上

2-3毕业论文: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毕业论文 3 ——— ——— 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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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修课程:39~57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7~25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101 列宁经典著作导读 4 3 16 秋季学期

04030200 《资本论》导读 2 2 0 春季学期

04030300 当代资本主义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400 国外马克思主义 3 3 0 春季学期

04030500 思想政治教育学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60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与实践 3 3 0 秋季学期

04030700 中共党史党建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900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 2 2 0 秋季学期

04031000 社会发展理论 2 2 0 秋季学期

04031100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建 2 2 0 春季学期

04031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2 2 0 秋季学期

04002527
《列宁全集研读》(一)
(注意:本研合上)

4 4 0 秋季学期

04031501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动态 1 1 0 全年开课

本科生科研 2 秋季学期

3-2自主选修课:22~40学分

以下列表选取了历史学系、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国家

发展研究院以及社会学系等院系开设的部分课程。这些课程主要反映人类社会 (含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探索过程和建设成果。选课要求:

(1)列表中课程至少选修12学分;
(2)剩余学分课自主选择其他院系任意课程 (辅修专业学分课替代此部分学分;与马

克思主义学院开设课程同名的其他院系课程不计入有效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2131380 中国政治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1350 中国古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0180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240 中国古代法制史 4 4 0 历史学系

02132190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 3 3 0 历史学系

02131360 中国近代史专题 4 4 0 历史学系

02138840 中国近代思想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250 中国近代政治与外交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570 中国近代社会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230 中国近代经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370 中国现代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8850 中国现代社会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890 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史 2 2 0 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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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2132900 世界文明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250 西方文明史导论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440 世界现代化进程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240 资本主义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1480 战后东亚政治发展 2 2 0 历史学系

02132570 民族主义与世界历史 2 2 0 历史学系

02139370 俄国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130650 苏联东欧史专题 2 2 0 历史学系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3 3 0 哲学系

02334060 哲学与当代中国 2 2 0 哲学系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31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3460 马恩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3470 列宁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81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420 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61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2 2 0 哲学系

02330391 辩证唯物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94 人学概论 2 2 0 哲学系

02330395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310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22 当代中国哲学重大问题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350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71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问题 2 2 0 哲学系

02330460 全球化问题研究 2 2 0 哲学系

02330091 中国现代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3321 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2 儒学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3281 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2074 道家哲学专题 2 2 0 哲学系

02335060 西方哲学史 2 2 0 哲学系

02330070 现代西方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335081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2 2 0 哲学系

02333180 东西方哲学比较 2 2 0 哲学系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0 哲学系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 (下)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092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0 国际关系学院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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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3230780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西方政治思想史 4 4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60 政治哲学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80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910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750 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0 0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870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20 中国政治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70 欧洲政治思想史 2 2 0 政府管理学院

03232880 中国社会研究 (政治学) 3 3 0 政府管理学院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经济学院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0 经济学院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0 经济学院

02534590 经济全球化 2 2 0 经济学院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经济学院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5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26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讨论课 0 0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60 社会公正与中国实践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7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0 国家发展研究院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590 社会人类学 3 3 0 社会学系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570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2 0 社会学系

03111400
支配 与 社 会:马 克 思·韦 伯 的

《经济与社会》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700 政治人类学 2 2 0 社会学系

03131910 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专题 3 3 0 社会学系

03136120 不平等、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 2 2 0 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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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学时 开课院系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0 社会学系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 社会学系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0 社会学系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0 社会学系

六、 其他

1.保送研究生要求

在符合学校免试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前提下,申请保研学生需满足如下北大马院专业

要求:
(1)学生必须在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届时所开设的所有必修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
(2)申请免试推荐的学生其综合排名和专业排名均应在本专业70%以内。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除以下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 (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

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等)均与普通大陆本科生要求一致。免修课程的学分必须从 “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名单中替代补足。
(1)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中的英语课、军事理论课包括: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大学英语 8 ——— ———
按大学英语教

研室要求选课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2)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中的思政课程、军事理论课包括: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0 大一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 大一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3 3 0 大二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0 大二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2 2 0 大一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0 一上

61130030
思想政治实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一上

61130040 思想政治实践 (下) 1

·283·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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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地图说明:
(1)大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课程,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般轮

廓、主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即政治经济学原理初步掌握。对作为社

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有一般性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般性、通俗性文本进行

研读。
(2)大二课程内容,进一步从哲学基础上夯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世界历史的高

度对马克思主义做拓展性研究,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观的马

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专题性、学术性较强的文本进行研读。对科学社会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学习和掌握。
(3)大三的课程在第一和大二夯实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脉络

进行掌握的基础上,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对中国近代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成果进行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和时代意义,能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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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4)大四主要是实习、实践和毕业论文选题、写作、答辩等,是对全部本科阶段学习

的总结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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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是国内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的高等学府。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第一本新闻学著作、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学术团体和第一份

新闻学期刊。北京大学也是在建国初期全国院系调整后第一个新设新闻学专业的大学,其

间尽管几度经历了新闻专业合并与重设,仍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和

中坚力量。

2001年5月28日,北京大学恢复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依托日益增强的新闻学

和传播学学科基础,整合全校资源,逐步形成具有北大特色、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闻与传播

学研究和教学模式,形成了包括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传播、广播

影视、跨文化交流、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管理等一系列的学科群。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新闻系、广播电视系、传播系、广告系、数字媒体实验

室、新媒体研究院和现代广告研究所、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新闻学研究会、国家战

略传播研究院、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现代出版研究所、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电视研究中

心、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掌握国家政策法规、通晓新媒体技术、精通外语、具

有现代管理观念的新一代新闻与传播人才;为国家解决新闻与传播领域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提供科学依据;构筑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的桥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数字传播教学实验中心,前身为学院数字媒体实验室,

成立于2002年。目前教学实验中心包括平面设计、非线编辑、前期拍摄及影视后期四个

实验教学单元,以及中心网络机房、设备库等配套设施,占地总面积约275平米。教学实

验中心拥有实验教学仪器设备300余台套,仪器设备资产总值700余万元,学生固定机位

共有86个,学生实习实训基地虚拟演播室一个。数字传播教学实验中心致力于为学院师

生提供与课程设置相匹配,与学生规模相匹配,与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实验教学硬件设施,
以及学生培养的实操实训环境。数字传播教学实验中心包括如下实验室:

(1)平面设计实验室 (1号机房)
平面设计实验室位于蒙民伟楼522,面积约100平方米,配备教学固定机位49个。平

面设计实验室终端硬件为27英寸配备Retina5K显示器的AppleiMac一体机,主备机共

51台,网络存储为一台PromiseVTrakEx30RAID64TB磁盘阵列和一台ApplexServe
RAID7TB磁盘阵列。平面设计实验室通过千兆以太网组网,并用万兆光纤与中心网络机

房的四台ApplexServe管理服务器和网络储存进行网络联通。实验室用户按照 OpenDi-
rectory管理模式来进行用身份认证和权限分配,服务器集群提供基于MacOSXServer服

务平台的文件AFP和NFS服务、WEB及 Wiki服务、OpenDirectory用户身份验证及管

理服务、网络系统安装NetBoot服务、VPN、DNS和视频播客Podcast服务等一系列实验

室功能和管理服务。



  (2)非线编辑实验室 (2号机房)
非线编辑实验室为学院非线编辑教学和师生视频剪辑提供硬件环境支持。实验室位于

蒙民伟楼B107-B109,面积为80平方米,配备教学固定机位29个。硬件包括其中Apple
iMac27英寸高配非线编辑终端30台,以及与之配套的配音、调音台等一批设备。非线编

辑实验室操作系统平台为ApplemacOS系统,软件系统采用AvidMediaComposer2018
为核心非编环境,配备AvidNEXIS100TB的共享存储,提供基于AvidMediaComposer
的视频剪辑以及FilmlightBaselight调光调色教学,同时兼顾AppleFinalCutPro7/X剪

辑环境。该实验室可以满足课程教学,以及多人协同剪辑的需要。
(3)影视前期实验室 (3号机房)
影视前期实验室提供前期拍摄所需的专业设备。实验室摄像设备配备松下 AJ-

PX285MC和AG-DVX200MC存储卡式高清摄像机15部,索尼 HVR-HD1000C等 HDV
摄像机8部,以及相应的采集放像设备。实验室照相设备有佳能5DSR、7DII、6D等型号

单反数码相机15部,尼康D300、D80、D70等型号相机22部,配套的16-35mm 变焦、

50mm及85mm定焦、100mm微距、70-200mm和100-400mm变焦等定变焦镜头,以及

相应的光源设备设施。此外还配备了大疆-Inspire2无人航拍机以及大疆OSMO手持拍摄

设备。上述设备均为可流通设备,本院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借用外拍。
三维虚拟演播室位于位于蒙民伟楼B110-B114,面积62平米。B110为蓝箱演播间,

兼做平面摄影教室。B114为导播间,兼做影视后期工作室。虚拟演播室采用中科大洋的

三维虚拟演播室系统eMagic金彩一体化虚拟演播室,支持三维渲染引擎,可实时生成并

输出虚拟背景,并具备演播间远程监看和流媒体实时输出的能力。此外,数字传播教学实

验室中心与北京大学电视台共建的三维虚拟演播室,占地300平米,是本院学生影视前期

实务的实习实训基地。演播室在蒙民伟负一层,与教学实验中心的实验室相邻。
(4)影视后期实验室 (4号机房)
影视后期实验室是面向音频特效和视频调光调色的实验室。实验室位于蒙民伟楼

B114,面积为26平方米。配备AppleiMacPro工作站3台,AppleMacPro工作站2台,

FilmlightBaselightOneforLinux工作站及State调色台等软硬件设施一台套,AvidPro-
Tools音频 设 备 软 硬 件 设 施 一 台 套。提 供 AvidProTools音 频 后 期 特 效,Filmlight
Baselight视频调光调色,以及AvidMediaComposer视频剪辑的教学和实践。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图书分馆建立于2002年初,同年加入学校图书馆分馆建设

体系。2002年9月,在学校中心馆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院领导的关怀下完成了第一期

自动化建设工作,实现了分馆与校中心馆的联机编目、流通借阅等自动化系统的开通运

行,并正式向读者开放服务。2014年随学院新楼搬迁,院图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5年4
月,新传分馆作为第二批加入全校通借通还的分馆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服务。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新传分馆现有中文馆藏图书一万余册,外文图书一千余种,订阅

新闻传播类专业学术期刊五十余种,连续完整收藏本学院本科、硕士、博士及专业硕士学

位论文。此外,馆内收藏台湾张振芳文教基金会赠阅台湾中文版图书2百余种,中外文工

具数百余种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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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50301 新闻学 Journalism 4年 文学学士

050302 广播电视学 JournalismofBroadcastandTelevision 4年 文学学士

050303 广告学 Advertising 4年 文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陆绍阳 62754683 sjc18@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俞 虹 62752390 sjc18@pku.edu.cn

教务员 高忠欣 62759337 sjc18@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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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新闻学专业于2001年秋季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该专业继承北大新闻教育传统,依

托北大综合学术背景,用新型的新闻教育理念,培养具备较强的综合知识素养、优秀的思

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强、专业水准高、视野开阔的高层次综合性新闻人才。

二、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适应跨学科和融媒体人才培养的需要、熟悉我

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德才兼备,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

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

三、 培养要求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具有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愿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

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
学习和掌握新闻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新闻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

科研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新闻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2)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以及融合报道等业务知识与技能;
(3)具有调查研究和社会活动能力;
(4)了解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中国新闻工作现状与发展趋势,了解外国新闻工作发展动态。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能熟练地运用现代传播技术,有较高的

外语水平,有一定的创造能力。
具有健康的体魄,达到大学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鼓励学生尽量拓宽知识领域,选修外系、外专业课程,辅修

第二专业,成为有专长的新闻人才。学分记载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鼓励学生参加新闻学等学术讲座,使学生了解有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开拓视

野,增广见识。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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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学年研究论文:2学分

2-4毕业论文:4学分

2-5毕业实习:4学分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9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5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与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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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选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程:13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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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院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高等数学 (D类) 数学学院 4 4 0 一上
请 参 考 数

院方案

01834140 媒介与社会变迁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01830200 新闻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01834200 传播学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3 3 0 一下

01833920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闻观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2 一下

注:留学生请选高等数学 (D类基础)

2-2专业核心课程:2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760 英语新闻阅读 2 2 0 一上

01834160 互联网认知 2 2 0 一下

01833850 传播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上

01833740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2 2 0 二上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3 二下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0 二下

01834290 中国新闻史 2 2 0 三上

0183 新闻采访写作 2 2 0 三上

01833270 新闻编辑 2 2 0 三上

01830710 新闻摄影 2 2 0 三下

01833280 新闻评论 2 2 0 三下

0183 新媒体创作与运营 2 2 6 三下

0183 非虚构写作 2 2 0 四下

2-3学年研究论文:必修,2学分

要求:第四学期开始,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运用所学专业理论,进行基础的学术训

练,写作学年论文,于学期结束前上交。

2-4毕业实习:必修,4学分

第七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2-5毕业论文:必修,4学分

第七、八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程:19学分

3-1-1学院专业选修课12学分

模块一:专业理论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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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0480 广告学概论 2 2 2 二上

01830210 新闻名著选读 2 2 0 二上

01832660 媒介经营管理 2 2 0 二上

01833940 影视文化与批评 2 2 0 二下

01833790 新媒介社会学 2 2 0 二下

01833830 公共传播 2 2 0 三上

模块二:专业实务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910 视频编辑 2 2 26 二下

01832420 品牌研究 2 2 2 二下

01832350 名记者专题 2 2 0 二下

新开课 视听新闻理论与实务 2 2 2 三上

01834240 视频采访与写作 2 2 2 三上

01834250 口语传播 2 2 2 三上

01831750 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 2 2 2 三下

3-1-2跨学科专业选修课7分

模块一:社科学部课程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430411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 3 0 春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模块二:人文学部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132040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导论
历史系 4 4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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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033940 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3-2自主选修课程:25学分

3-2-1学院各专业核心必修课可成为非本专业学生的自主选修课及以下课程为自主选

修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秋季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秋季

01834150 媒介前沿专题 2 2

01831550 近现代出版文化 2 2

01833250 网络采编实务 2 2

01831480 装帧设计 2 2

01832360 传播伦理学 2 2

01833240 传播修辞学 2 2

01833180 传播学英语经典阅读 2 2

01833890 传媒话语分析 2 2

01831610 汉语修辞学 2 2

01831990 跨文化交流学 2 2

01832260 媒介经济学 2 2

01833900 内容分析 2 2

01833140 英语公共演讲 2 2

01833170 英语新闻采写 2 2

01830400 舆论学 2 2

01830230 中西新闻比较 2 2

01832380 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分析 2 2

01833910 广播影视产业 2 2

01834030 广播影视专题研究 2 2

01834270 节目创意与策划 2 2

01832250 纪录片简史 2 2

01833930 视听节目评估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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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990 新闻与中国当代改革 2 2

01831730 影视编导概论 2 2

01833940 影视文化与批评 2 2

01833950 影视制片 2 2

01833200 影像与中国社会变革 2 2

01830430 CI研究 2 2

01833090 电脑辅助设计 3 2

01830630 广告管理 2 2

01833960 广告伦理与法规 2 2

01830580 广告心理学 2 2

01833970 国际广告研究 2 2

01833060 市场营销原理 2 2

01833990 营销传播经典导读 2 2

01834000 营销传播类型研究 2 2

01834050 中国广告史 2 2

01834060 外国广告史 2 2

01833370 新媒体与社会 2 2

01833330 影像与社会 2 2

01833490 跨文化新闻传播案例分析 2 2

01833350 社会学基础与新媒体传播 2 2

01833650 传播技术 2 2

01831760 世界电影史 2 2

01832150 媒体与国际关系 2 2

01830380 媒体与社会 2 2

01831380 中国文化史 2 2

01833730 视听传播 2 2

01830330 国际传播 2 2 春季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2 2 二下

01831300 中国古籍资源与整理 2 2 三上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3-2-2跨院系核心必修课可成为自主选修课及辅修专业可替代学分13学分

结合本专业、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学校各学部包括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

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的专业必修课程13学分,优化学业构成。

六、 其他

1.保送保研生要求

(1)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届时已开设过的所有必修课程 (包括完成全校必修课程学分

要求、通识课学分要求、核心专业课学分要求);校际交流、转系等特殊原因除外。
(2)所修全部课程成绩绩点不低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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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除以下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免修课程的学分必须由其他课程补足,其中思政类课程须由指定的 “与中国有关的课

程”替代。
(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课程包括: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政策2学分、思政

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课程、思政类程包括:
大学英语8学分、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

政策2学分、思政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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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广播电视学专业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专业目标是为广播电视机构和新媒

体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培养新闻传播的高级视听人才。

二、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系统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与视听专业技能,熟悉我

国新闻传播政策与法规,适应跨学科和融媒体发展需要,能在视听媒体和机关以及大型企

事业单位从事视听编辑、记者与宣传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三、 培养要求

政治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具

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业务上,学习和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和广播电视学的基础知识,具有新闻业务的

实操能力、社会交往的基本能力和独立的学术研究能力。具体来说,毕业生应具有以下几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学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历史、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
(2)掌握并能够熟练运用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制作、主持等业务知识与基本

技能;
(3)具有实证调查研究和社交活动能力;
(4)熟悉并能自觉运用新闻传播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国内外新闻传播工作和媒介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与趋势;
(6)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基本的外语表达能力,并能熟练

地运用现代传播技术和工具;
(7)具有健康的体魄,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合格标准;
(8)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选修外系、外专业课程,辅修第二专业,成为有专长的

复合型新闻人才,学分记载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9)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讲座,了解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开拓

视野,增长见识。此项学习内容不计学分。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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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3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学年研究论文:2学分

2-4毕业论文:4学分

2-5毕业实习:4学分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9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5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与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全校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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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
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 前 的 任 一 春 季 学 期 选

课,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程:1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高等数学 (D类) 数学学院 4 4 0 一上
请 参 考 数

院方案

01834140 媒介与社会变迁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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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0200 新闻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01834200 传播学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3 3 0 一下

01833920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闻观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2 一下

注:留学生请选高等数学 (D类基础)

2-2专业核心课程:28学分

旧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4160 互联网认知 2 2 0 一下

01833850 传播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上

01833740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2 2 0 二上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3 二下

01832910 视频编辑 2 2 26 二下

01834240 视频采访与写作 2 2 2 三上

新开课 视听新闻理论与实务 2 2 2 三上

01834280 影视制作 2 2 4 三上

01834250 口语传播 2 2 2 三上

01833030 广播电视编导 2 2 2 三下

新开课 新媒体创作与运营 2 2 6 三下

01831750 纪录片与专题片创作 2 2 2 三下

新开课 非虚构写作 2 2 2 四下

2-3学年研究论文:必修,2学分

要求:第四学期开始,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运用所学专业理论,进行基础的学术训

练,写作学年论文,于学期结束前上交。

2-4毕业实习:必修,4学分

第七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2-5毕业论文:必修,4学分

第七、八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程:19学分

3-1-1学院专业选修课12学分

模块一:专业理论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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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0480 广告学概论 2 2 2 二上

01833880 媒介经营管理 2 2 0 二上

01833330 影像与社会 2 2 0 二下

01830210 新闻名著选读 2 2 0 二上

01833790 新媒介社会学 2 2 0 二下

01833940 影视文化与批评 2 2 0 二下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0 二下

01833830 公共传播 2 2 0 三上

模块二:专业实务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420 品牌研究 2 2 2 二下

01832350 名记者专题 2 2 0 二下

01834270 节目创意与策划 2 2 0 三上

0183 新闻采访写作 2 2 0 三上

01830710 新闻摄影 2 2 0 三下

3-1-2跨学科专业选修课7分

模块一:社科学部课程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430411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 3 0 春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模块二:人文学部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132040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导论
历史系 4 4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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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033940 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3-2自主选修课程:25学分

3-2-1学院各专业核心必修课可成为非本专业学生的自主选修课及以下课程为自主选

修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秋季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秋季

01834150 媒介前沿专题 2 2

01831550 近现代出版文化 2 2

01833250 网络采编实务 2 2

01831480 装帧设计 2 2

01832360 传播伦理学 2 2

01833240 传播修辞学 2 2

01833180 传播学英语经典阅读 2 2

01833890 传媒话语分析 2 2

01831610 汉语修辞学 2 2

01831990 跨文化交流学 2 2

01832260 媒介经济学 2 2

01833900 内容分析 2 2

01833140 英语公共演讲 2 2

01833170 英语新闻采写 2 2

01830400 舆论学 2 2

01830230 中西新闻比较 2 2

01832380 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分析 2 2

01833910 广播影视产业 2 2

01834030 广播影视专题研究 2 2

01832250 纪录片简史 2 2

01833930 视听节目评估 2 2

01832990 新闻与中国当代改革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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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1730 影视编导概论 2 2

01833940 影视文化与批评 2 2

01833950 影视制片 2 2

01833200 影像与中国社会变革 2 2
影视摄像 2 2

04330089 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 2 2

01830430 CI研究 2 2

01833090 电脑辅助设计 3 2

01830630 广告管理 2 2

01833960 广告伦理与法规 2 2

01830580 广告心理学 2 2

01833970 国际广告研究 2 2

01833060 市场营销原理 2 2

01833990 营销传播经典导读 2 2

01834000 营销传播类型研究 2 2

01834050 中国广告史 2 2

01834060 外国广告史 2 2

01833370 新媒体与社会 2 2

01833330 影像与社会 2 2

01833490 跨文化新闻传播案例分析 2 2

01833350 社会学基础与新媒体传播 2 2

01833650 传播技术 2 2

01831760 世界电影史 2 2

01832150 媒体与国际关系 2 2

01830380 媒体与社会 2 2

01831380 中国文化史 2 2

01833730 视听传播 2 2

01830330 国际传播 2 2 春季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2 2 二下

01831300 中国古籍资源与整理 2 2 三上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3-2-2跨院系核心必修课可成为自主选修课及辅修专业可替代学分13学分

结合本专业、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学校各学部包括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

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的专业必修课程13学分,优化学业构成。

六、 其他

1.保送保研生要求

(1)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届时已开设过的所有必修课程 (包括完成全校必修课程学分

要求、通识课学分要求、核心专业课学分要求、本学院专业限选课);校际交流、转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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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原因除外。
(2)所修全部课程成绩绩点不低于3.0。
(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除以下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免修课程的学分必须由其他课程补足,其中思政类课程须由指定的 “与中国有关的课

程”替代。
(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政类课程包括: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政策2学分、思政

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课程、思政类课程包括:
大学英语8学分、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

政策2学分、思政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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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广告学专业成立于1993年。2001年由艺术学系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在10年的发展

中,逐渐建立起较为成熟系统的教学研究体系,形成理论与操作并重,注重广告前沿问题

的研究,以培养高层次广告人才为宗旨的特色,成为中国广告业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二、 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宽厚的的文化科学素养,掌握专业技能,了解我国宣传政

策法规,能在新闻媒体、政府机构、互联网公司、企业、广告及各类营销传播公司、文化

产业部门等工作的高质量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想信念坚定,遵纪守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熟悉广告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并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
(3)掌握广告及营销传播的专业技能,并具备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
(4)了解专业领域前沿发展,外语水平良好,具有很好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4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18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3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8学分

2-3学年研究论文:2学分

2-4毕业论文:4学分

2-5毕业实习:4学分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9学分

3-2自主选修课:2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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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公共与基础课程:45学分

1-1全校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0403165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6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 3

大二,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2 2

大一,任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2

大一,第一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3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上)

两个模块任选其一

1

大四前的任一秋季学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61130040
思 想 政 治 实 践

(下)
1

大四前的任一春季学期课,

至暑假结束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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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上或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程:1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高等数学 (D类) 数学学院 4 4 0 一上
请 参 考 数

院方案

01834140 媒介与社会变迁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01830200 新闻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0 一上

01834200 传播学理论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3 3 0 一下

01833920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闻观

新 闻 与 传 播

学院
2 2 2 一下

注:留学生请选高等数学 (D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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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专业核心课程:28学分

旧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1834160 互联网认知 2 2 0 一下

01833850 传播学研究方法 3 3 0 二上

01833740 传媒伦理与法律法规 2 2 0 二上

01830480 广告学概论 2 2 2 二上

01834010 中外广告史 2 2 0 二下

01830540 市场调查 2 2 0 二下

01833060 市场营销原理 2 2 0 二下

01830490 广告媒体研究 2 2 0 三上

01834260 广告策划与创意 3 3 0 三上

01833830 公共传播 2 2 0 三上

0183 新媒体创作与运营 2 2 6 三下

01833710 创意传播管理 2 2 6 三下

01832420 品牌研究 2 2 2 四下

2-3学年研究论文:必修,2学分

要求:第四学期开始,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运用所学专业理论,进行基础的学术训

练,写作学年论文,于学期结束前上交。

2-4毕业实习:必修,4学分

第七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2-5毕业论文:必修,4学分

第七、八学期。要求详见附录。

3.选修课程:4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程:19学分

3-1-1专业选修课12学分

模块一:专业理论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760 英语新闻阅读 2 2 0 一上

01832660 媒介经营管理 2 2 0 二上

01831990 跨文化交流学 2 2 0 二上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3 二下

01833750 世界新闻史 2 2 0 二下

01833990 营销传播经典导读 2 2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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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二:专业实务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2910 视频编辑 2 2 26 二下

01834240 视频采访与写作 2 2 0 三上

新开课 新闻采访写作 2 2 0 三上

01833820 视觉传达 2 2 0 三上

01834280 影视制作 2 2 4 三下

新开课 非虚构写作 2 2 2 四下

3-1-2跨学科专业选修课7分

模块一:社科学部课程选修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430411
西 方 国 际 关 系

理论
国际关系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府管理学院 3 3 0 秋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系 3 3 0 春季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国 家 发 展 研

究院
3 3 0

社 科 学 部

课程

模块二:人文学部课程选修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周学时 学分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历史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132040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导论
历史系 4 4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033940 中国古代文学 中文系 4 4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2 西方哲学 (上) 哲学系 2 2 0 春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02330054 西方哲学 (下) 哲学系 2 2 0 秋季
人 文 学 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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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程:25学分

3-2-1学院各专业核心必修课可成为非本专业学生的自主选修课及以下课程为自主选

修课程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秋季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秋季

01834150 媒介前沿专题 2 2

01831550 近现代出版文化 2 2

01833250 网络采编实务 2 2

01831480 装帧设计 2 2

01832360 传播伦理学 2 2

01833240 传播修辞学 2 2

01833180 传播学英语经典阅读 2 2

01833890 传媒话语分析 2 2

01831610 汉语修辞学 2 2

01832260 媒介经济学 2 2

01833900 内容分析 2 2

01833140 英语公共演讲 2 2

01833170 英语新闻采写 2 2

01830400 舆论学 2 2

01830230 中西新闻比较 2 2

01832380 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分析 2 2

01834030 广播影视专题研究 2 2

01832250 纪录片简史 2 2

01832990 新闻与中国当代改革 2 2

01831730 影视编导概论 2 2

01833940 影视文化与批评 2 2

01833950 影视制片 2 2

01833200 影像与中国社会变革 2 2

01830430 CI研究 2 2

01833090 电脑辅助设计 3 2

01830630 广告管理 2 2

01833960 广告伦理与法规 2 2

01830580 广告心理学 2 2

01833970 国际广告研究 2 2

01834000 营销传播类型研究 2 2

01833370 新媒体与社会 2 2

01833330 影像与社会 2 2

01833490 跨文化新闻传播案例分析 2 2

01833350 社会学基础与新媒体传播 2 2

01833650 传播技术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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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选课学期 备注

01831760 世界电影史 2 2

01832150 媒体与国际关系 2 2

01830380 媒体与社会 2 2

01831380 中国文化史 2 2

01833730 视听传播 2 2

01830330 国际传播 2 2 春季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2 2 二下

01831300 中国古籍资源与整理 2 2 三上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本科生科研训练 4

3-2-2跨院系核心必修课可成为自主选修课及辅修专业可替代学分13学分

结合本专业、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可选择学校各学部包括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

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的专业必修课程13学分,优化学业构成。

六、 其他

1.保送保研生要求

(1)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届时已开设过的所有必修课程 (包括完成全校必修课程学分

要求、通识课学分要求、核心专业课学分要求、本学院专业限选课);校际交流、转系等

特殊原因除外。
(2)所修全部课程成绩绩点不低于3.0。
(3)品行优良,无违纪处分。

2.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学分与选课要求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除以下免修课程外,学分完成要求均与本科生要求一致。
免修课程的学分必须由其他课程补足,其中思政类课须由指定的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替代。
(1)港澳台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思政类课程包括: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政策2学分、思政

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2)留学生可免修全校公共必修课程中的英语类课程、思政类课程包括:
大学英语8学分、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学分、中国近代史纲要2学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3学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3学分、形势与

政策2学分、思政实践 (上)1学分、思政实践 (下)1学分、军事理论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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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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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学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一、 学院简介

1912年,严复就任国立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时创立经济学门 (系),成为中国第一个经

济学科的诞生地 (更早则可以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商学科)。1985年,北大经

济系领风气之先,创建经济学院,成为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设立的第

一个学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学科构建,实现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

经济学、经济史论与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兼容并包。不仅原有的学术传统与优势学科得以保

持领先地位,而且在创新精神的引领下,一批适应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新兴

学科也逐步建立并得到快速发展。学院现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保险学、
财政学等5个本科专业,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
金融学、财政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等9个硕士、博士学位授权

点,及金融硕士、保险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硕士等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还有

一个国内最早设立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和科研力量。学院现有全职教师、兼职教授、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200余人。拥有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中

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国都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与文化研究所、金融与产业发

展研究中心、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精算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量化历史研究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研究中心等19个校级、院级科

研机构,承担着大量的重要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省部委和国内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研究

项目,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 “全国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重要的学术地位、不断创新

的人才培养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根据ESI数据显示,北京大

学经济学与商学学科2011年进入全球前1%,是中国内地此学科最先进入全球1%的学术

机构,且这种全国领先优势保持至今;在QS2020年排名中,北京大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

学位列全球第25名、全国第一。在 “双一流建设”名单里,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

经济学同时入选。
经济学院网站:http://econ.pku.edu.cn/



二、 荣誉学位要求

为进一步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在各领域 “引领未来的人”,充分贯彻 “以学

生成长为中心”和 “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的教育理念,为学生提

供多样化选择,引导学生发现志趣、发挥潜力、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经济学院拟设立

“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位制度是为培养本科生的学术志趣而设计的培养项目,也是给予本科学生的最

高学术认可,旨在进一步积极探索优秀学生的多样化成长路径,提升学生学习的挑战性、
自主性和开放性,坚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树立学术信心。
经济学院希望通过设立本科荣誉学位,使学生更大限度运用学校的各类学术资源,打下良

好基础,开展卓有成效的科研或创新项目,在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得到根本性提

升,从而引领和推动本科教学改革。
经济学院 “荣誉学士学位”的学术标准如下:
德智体全面发展,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且学习成绩突出,在本专业处

于前列;
具有学术研究兴趣、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纪律处分记录;
完成至少18学分荣誉学位课程,每门课程成绩达到85分 (含85分)以上,等级制

成绩达到B+ (含B+)以上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2500010 高级微观经济学 (一) 3
02500011 高级微观经济学 (二) 3
02518620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一) 3
02518630 高级宏观经济学 (二) 3
02518640 高级计量经济学 (一) 3
02518650 高级计量经济学 (二) 3

至少完成9学分

02500168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02500176 国际投融资实务 2

02513080 货币经济学 2

02535330 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 2

02513080 高级公共经济学 3

02517930 应用公共经济学 2

02500832 保险经济学 3

本科毕业论文必须参加答辩,答辩后论文最终成绩达到90分 (含90分)以上;
在学期间完成一项自主选题的本科生科研项目,且结题成绩达到85分 (含85分)

以上。
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学院本科生 (含港澳台学生、留学生,不含元培学院经济方向学

生),可以向学院提出申请。由教务办公室进行资格初审,符合全部条件者,名单提交经

济学院本科教学委员会进行审议,形成拟授予名单。拟授予名单人数不得超过该年级经济

学院本科生总人数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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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审核时,学院对拟授予名单进行复查并提交学校进行最终审核。通过最终审核者,
根据北京大学关于荣誉学位的相关规定,颁发荣誉证书;不符合学术标准者取消授予资格。

三、 院系特色培养项目和奖励

1.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陈岱孙”杯创新人才奖

经济学院一贯重视发掘和培养学生的科研潜力。该奖旨在弘扬学院优良学术传统,鼓

励同学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勇于攀登、不断进取,是经济学院最高学术奖项,用于奖励科研

能力突出的学生。
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正式的注册在校本科和研究生均可申请,每年评选出10名获奖

者。每人获得5000元的奖学金、荣誉证书及奖杯,并在经济学院毕业典礼上接受表彰。

2.“百年菁才”奖

经济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该奖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院求学期间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向社会各界展示百年经院优秀教育成果,鼓励同学们积极进

取,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候选人需胸怀经世济民之志、品德优秀、综

合素质高、发展全面、爱校爱院、热心公益,在各个领域为学校、学院争得荣誉,做出突

出贡献者优先。
凡预计于当年毕业并获得学位的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均可申请,每年获奖者不超过10

名。获奖者将受颁 “百年菁才”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并在经济学院毕业典礼上接受表彰。

3.本硕直通车和特色国际交流项目

经济学院注重打造国际化的发展平台,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学院现有与美国威斯康

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合作的本硕直

通车项目,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便捷通路。每年选拔优秀的三年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出

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学生在顺利完成对方学校的学习要求并回国取得北京大学学士学

位后,将直接免试继续在对方学校攻读硕士学位。
除了丰富多样的常规校级、院级交换项目外,学院还打造暑 (寒)期特色国际交流项

目,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通过国际暑 (寒)期学校项目到国外著名高校学习。主要包括:
牛津—剑桥大学暑期学校,斯坦福大学暑期学校,哈佛大学暑期学校,多伦多大学暑期学

校,新南威尔士大学寒假学校,苏黎世大学暑期学校等。
为推展学生国际视野,学院专门设立 “启航”出国交流基金,品学兼优、经济实力不

足的同学最高可获得高达5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参加暑期学校、出境访问、交流。

4.全员导师制度

经济学院有着重视师生交流的传统,多年来实施全员导师制度。每位本科生入学后都

配备一名新生导师,为学生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指引。专业分流后,各专业将配备

专业导师,与新生导师无缝衔接,针对学生个性需求因材施教,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发展

规划提供支持。

5.第二课堂丰富多彩

经济学院鼓励学生深入社会,提升实践能力。新生从入学开始,就可以通过实地调

研、亲身访谈、公益支教、参访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深入社会。学院为学生社会实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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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经费支持,并建有多种类型的社会实践基地、实习 “绿色通道”等。学院的 “探索建立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长效机制,培养世界一流经济学本科人才”项目,获第七届北京市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四、 其他说明

计算机、数学类课程允许修读更高难度的课程,用于代替培养方案中要求的课程:

更高难度课程 可代替

数学分析 (Ⅰ)、数学分析 (一)、高等数学A (一) 高等数学 (B)(一)

数学分析 (Ⅱ)、数学分析 (二)、高等数学A (二) 高等数学 (B)(二)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 (A) 线性代数 (B)

计算概论A、计算概论B、计算概论 文科计算机基础

注:① 随着本科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进展,上表可能发生更新变化,以学院统一通知为准。

② 如修读的更高难度课程需用于满足双学位学分需要,则不可同时计入主修专业学分。

③ 更高难度课程学分与可代替的培养方案课程学分不一致时,以其他类型课程学分补足,总学分不变。

经济学院携手经管学部内各教学单位,正在逐步推进 “学部通修课”改革。目前 “计
量经济学”课程作为第一批 “学部通修课”试点已完成建设,经管学部内各学院开设的名

为 “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均可以互相代替。未来如出现其他 “学部通修课”将统一公布。
除 “学部通修课”之外,目前其他学院开设的任何与经济学院课程同名、相似名的专

业课程,均没有替代关系。本培养方案中的专业课程,均以课程编号作为认定标准。

五、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20101 经济学 Economics 4年 经济学学士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 4年 经济学学士

020301K 金融学 Finance 4年 经济学学士

020303 保险学 RiskManagementandInsurance 4年 经济学学士

020201K 财政学 PublicFinance 4年 经济学学士

六、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董志勇 62759760 dzy@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锁凌燕 62759746 lingyan_suo@pku.edu.cn

院长助理 陈 仪 62754374 ychen.econ@pku.edu.cn
教务办公室主任 张韫之 62755707 zhangyunzhi@pku.edu.cn

本科教务 刘雅珊 62751465 liuyasha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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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经济学专业溯源于1912年严复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所创建的经济学门,是中国高

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经济学科。在100多年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大师辈出。李

大钊、马寅初、陈岱孙、陈振汉等先辈开创了经济学系经世济民的优良传统。胡代光、吴

树青、厉以宁等先生为我国经济学教育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培养出了李克强、
林毅夫等各界领袖人物。

1985年经济学院成立,经济学专业是主要专业之一。1998年,经济学专业成为教育

部在全国十三所高校设立的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并在全国评估中连续

两年获得第一名。2008年,经济学专业成为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19年经济学入

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经济学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直坚持 “宽口径、厚基础”、创新思维培养与社会实

践紧密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的原则,逐步形成了几大特色。一是课程立足政治

经济学和史论特长。二是实行本科生双导师制。三是独立出版学生学术刊物。
经济学系现有教员25名,其中正教授13名,副教授9名,助理教授3名,其中有9

名教员在国外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二、 培养目标

经济学专业是 “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点,人才培养强调 “理论、历史、工具”的统一,坚持 “宽口径、厚基础”,创新思

维培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机结合。在培养环节,紧紧围绕 “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重视经济学基础,强调跨学科融合,真正做到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将具有 “经世济民”的胸怀,扎实的经济学基础,掌握前沿研究方

法,立足中国现实,兼顾世界问题。学生毕业后,有的可以在公司中脱颖而出,以经济学

理论知识助力实际部门工作,5~10年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有的可以在政府部门工作,参

与国家规划或是扎根基层,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有的选择继续学习,以具有国

际水平的科研能力在国内科研院所或是国外大学不断深造,成为领域内的顶尖学者。

三、 培养要求

为了满足社会对经济学基础理论人才的需要,基于 “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理念,
经济学专业培养经济理论基础扎实、知识宽厚、综合素质高,具备熟练的外语应用能力、
经济数学运用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经济活动实践能力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复

合型人才。经济学专业充分吸收了国内外著名大学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思想,通过理论经

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分析工具等系列课程的教

学以及社会调查、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的系统、严格和规范训练,学生将具有在经济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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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支学科攻读研究生学位、从事高级经济工作和公共管理工作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5~3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7~13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根据分级情况,应修大学英语课程不

到8学分的,等级免修学分可用自主

选修课学分补足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 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修 “与中国有

关的课程”完成此处学分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

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

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修 “与中国有

关的课程”完成此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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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
体 育 系 列

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1-1数学:1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二下

2-1-2经济: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一上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一下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一上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8 一下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下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下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二上下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二下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二下

二选一 (多出学分计

入3-1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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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三下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0 三下

二选一 (多出学分计

入3-1专业选修课)

02533600 产业组织理论 3 3 0 三下

02532260 信息经济学 3 3 8 三下

二选一 (多出学分计

入3-1专业选修课)

02535370 《资本论》选读 3 3 0 三上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三上

02534880 社会实践 1 1 16 三上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5~31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2730 劳动经济学 2 2 0

02534280 卫生经济学 2 2 0

02534490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 2 2 0

02533720 数理经济学 2 2 0

02534270 经济地理学 2 2 8

0253532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2 2 0

02533700 动态优化理论 3 3 0

02533080 随机过程 3 3 8

02534540 微观计量方法 2 2 0

02534430 经济增长理论 3 3 9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02533710 会计学原理 3 3 0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2 2 8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3

02533370 环境资源经济学 3 3 6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注: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和课程建设的进程,选修课目录可能发生增补,请以学院的更新和通知为准。

本科生科研:可自选是否参加,如果参加,学分计入3-1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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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3-2自主选修课:7~13学分

经济学院、经管学部其他专业课程、跨院系选修的其他学科课程、辅修课程等均可作

为自主选修课。

六、 课程地图

注:标*表示该课程滚动开课,同学们可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和老师指导,安排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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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前身为1959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

经济专业,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全国高校最早设立的世界经济专业。60年来,本

专业为国家涉外经济部门、经济外交部门、国际金融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国内外一流大

学与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

来,本专业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中国企业 “走出去”、“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和实

施、全球经济结构重组与治理改革、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等为国际经济方向的人才提供

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也为这一学科的大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良好的环境。
本专业现有全职教师11人,其中正教授3人,长聘副教授2人,副教授5人,助理

教授1人,年龄结构合理,领域覆盖全面。另,本专业还有教育部 “青年长江学者”学者

1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经济理论扎实、外语熟练规范、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好的综合型涉外经济

与跨国经营方面的人才,以努力适应中国全方位开放对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型人才的需求。
学生毕业后,可以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涉外部门中担任经济分析和项目规划等工作,可以

从事各类外企和跨国公司的决策参谋和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承担大专院校和科

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等工作,还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国内继续深造以冲击更高的目标。从大

学三年级开始,本专业培养方向主要侧重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
经济全球化、国别经济、WTO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等。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经典理论,能使

用科学方法对国际经济与贸易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熟悉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外开

放战略、政策与行业发展现状,外语和信息技术运用达到较高水平,具备较强的综合能

力,能适应多领域、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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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2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2~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4~10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根据分级情况,应修大学英语

课程不到8学分的,等级免修

学分可用自主选修课学分补足

思政课程 16

按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 求 选 课,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修 “与
中国 有 关 的 课 程”完 成 此 处

学分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选修 “与
中国 有 关 的 课 程”完 成 此 处

学分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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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3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1-1数学:1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二下

2-1-2经济: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一上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一下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一上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8 一下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下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2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二下或三下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二下或三下

02530620 国际投资学 3 3 8 二下或三下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5 三上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8 二下或三下

02535380 中国对外经济 2 2 10 二下或三下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二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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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2~28学分

3-1专业选修课:模块1与模块2加总一共完成18学分

3-1-1模块1:至少完成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4010 国际营销学 2 2 8

02534130 跨国公司管理 2 2 8

02534570 中国对外经贸战略 2 2 5

02534590 经济全球化 2 2 5

02534270 经济地理学 2 2 8

02534090 专业英语 2 2 8

02533980 美国经济 2 2 8

02533550 日本经济 2 2 10

02532210 欧盟经济 2 2 8

02534550 东亚经济 2 2 5

02533440 营销学 2 2 5

3-1-2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0051 统计学 3 3 10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02533600 产业组织理论 3 3 0

02532260 信息经济学 3 3 8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0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02530340 投资学 3 3 0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02534200 风险管理学 3 3 5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02533370 环境资源经济学 3 3 6

02533720 数理经济学 2 2 0

02534540 微观计量方法 2 2 0

0253532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2 2 0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02532730 劳动经济学 2 2 0

02534280 卫生经济学 2 2 0

02532220 金融市场学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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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2420 金融工程概论 3 3 14

02534630 货币经济学 2 2 0

02533830 商业银行管理 2 2 0

02532180 投资银行学 3 3 8

02535020 证券投资学 3 3 0

02534650 金融衍生品 2 2 0

02533710 会计学原理 3 3 0

02534640 财务报表分析 2 2 0

02534960 保险经济学导论 2 2 4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2 2 8

02533840 国际税收 2 2 6

02534750 公共选择理论 3 3 10

02533850 农业经济学 3 3 6

02534430 经济增长理论 3 3 9

02534000 生态经济学 3 3 6

02534710 激励理论与经济发展 3 3 12

注: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和课程建设的进程,选修课目录可能发生增补,请以学院的更新和通知为准。

本科生科研:可自选是否参加,如果参加,学分计入3-1专业选修课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3-2自主选修课:4~10学分

经济学院、经管学部其他专业课程、跨院系选修的其他学科课程、辅修课程等等均可

作为自主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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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注:标*表示该课程滚动开课,同学们可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和老师指导,安排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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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前身是1990年设立的国际金融专业,1994年国际金融专业更

名为金融学专业。金融学专业秉承北大 “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宗旨,结合在师资队

伍、学生来源、课程设置、教学设施、学术成果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培养具有宽厚扎

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较强的外语、数学能力和较高的计算机运用水平,能够胜任金融

和其他领域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的发展特色在于:(1)培养理念方面,秉承 “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宗旨,

尊重学生兴趣,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兼顾学术型和实务型同学不同的需求。(2)以数理

金融为主,讲授金融数据分析和建模,对金融理论进行实证。(3)课程设置方面,传统和

前沿并重,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并重,让同学们既能充分学习金融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

知识,又能深入了解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4)重视双语教学、学生数学和编程能

力的培养。专业内有多门基础课是双语教学课程,同时设置多门数学课程,如随机过程

等,设置编程课程让同学们熟练掌握各种统计软件工具。(5)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为学生构建实习平台,开设业界知名人士主讲的 《金融市场与机构实务》课程,搭建沟通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结构合理。本专业共有教师19名,其中教授7名,副教授8

名,助理教授4名;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7名。

二、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从事金融、经济、对外合作交流、涉外金融企业管理、投资、融

资、金融教学、政府政策、公共财政和外国金融问题研究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应用型专门

人材。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扎实地掌握所学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能胜任实际金融工作的基

本技能,对所学各国的金融现状等有较广泛的了解,对中国金融和世界金融发展状况有比

较广博的知识,英语水平达到国家四级,具有较好的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具备独立学习

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较强的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具体来说,从大学二年级选择专业开始,专业培养方向主要侧重于货币银行学、国际

金融、公司金融、金融工程、投资学与资本市场等领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毕业生应

当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金融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本学科的

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2)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实务能力的坚实基

础;(3)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以及培养学术研究能力;(4)熟悉金融市

场发展历程和状况,了解国家有关的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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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18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8~14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根据分级情况,应修大学英

语课程不到8学分的,等级

免修学分可用自主选修课学

分补足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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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

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59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1-1数学:1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二下

2-1-2经济: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一上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一下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一上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8 一下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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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0 四上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二上下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二上下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三上

02530340 投资学 3 3 0 三下

02532420 金融工程概论 3 3 14 三上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模块1与模块2加总一共完成18学分

3-1-1模块1:至少完成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670 农村金融学 2 2 0

02532220 金融市场学 2 2 0

02534330 金融伦理学 2 2 0

02534620 金融监管学 2 2 0

02534630 货币经济学 2 2 0

02534660 行为金融学导论 2 2 0

02533320 固定收益证券 3 3 7

02532180 投资银行学 3 3 8

02534650 金融衍生品 2 2 0

02534940 投资理财 3 3 8

02533790 投资基金概论 2 2 0

02533830 商业银行管理 2 2 0

02533460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2 2 0

02535310 金融市场与机构实务 3 3 7

00134210 数据挖掘 3 3 8

02533080 随机过程 3 3 8

02534870 金融工程软件编程 2 2 0

02500185 经济学及金融学中的数值方法 2 2 0

02500184 投资中的数据分析方法 2 2 0
全校各院系任何课名中含有 “数据结

构”字样的专业必修或专业选修课程

按课程实际

学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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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5390 金融会计 3 3 3

02533750 金融风险管理 2 2 4

02534640 财务报表分析 2 2 0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02534200 风险管理学 3 3 5

02533700 动态优化理论 3 3 0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02533710 会计学原理 3 3 0

02534880 社会实践 1 1 16

02532730 劳动经济学 2 2 0

02534280 卫生经济学 2 2 0

02534960 保险经济学导论 2 2 4

02533850 农业经济学 3 3 6

02534430 经济增长理论 3 3 9

02534000 生态经济学 3 3 6

02534710 激励理论与经济发展 3 3 12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02535370 《资本论》选读 3 3 0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02532090 保险精算 3 3 0

02530051 统计学 3 3 10

02533600 产业组织理论 3 3 0

02532260 信息经济学 3 3 8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8

02535380 中国对外经济 2 2 10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5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3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2 2 8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02533530 预算经济学 2 2 10
注: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和课程建设的进程,选修课目录可能发生增补,请以学院的更新和通知为准。

本科生科研:可自选是否参加,如果参加,学分计入3-1专业选修课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3-2自主选修课:8~14学分

经济学院、经管学部其他专业课程、跨院系选修的其他学科课程、辅修课程等等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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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主选修课。

六、 课程地图

注:标*表示该课程滚动开课,同学们可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和老师指导,安排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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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保险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保险学专业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成立于1993年,其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至1912年北京大学保险学门。自建立以来,本专业秉持北京大学 “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经济学院 “经世济民”的理想情怀,致力于保险、风险管理、
精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本专业与国内外知名保险金

融机构、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保持广泛良好的交流合作,为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提供广阔

平台。2008年和2009年,本专业先后获批成为高等教育国家级特色专业以及北京市级特

色专业。2017年,本专业获得首批GCIE (全球优秀保险学科)国际认证。
本专业现有 “风险管理与保险学”学科领域的专业教师8人,涵盖保险、风险管理、

精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其中,教授3人 (含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兼C.V.Starr讲席教授1
人,北大经济学院劳合社讲席教授1人),副教授5人。

二、 培养目标

人类正处在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之中,风险管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家对风险管理与保险领域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本专业遵循北京大学 “以学生成长

为中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理念,通过规范的教学体系、丰富的教

学内容和先进的教学方式,致力于培养 “素质高、基础宽、有专长”,能胜任国内外经济、
金融、风险管理与保险领域工作的高端人才,培养 “能够引领未来的人”。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本专业学生应具备 “素质高、基础宽、有专长”的特质,具备良好

的综合发展潜力。“素质高”———通过课堂内外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人格,高度

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基础宽”———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作为综合

性研究型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打下宽厚坚实的基

础。“有专长”———指导学生在系统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突出风险

管理与保险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建立专业比较优势。
通过四年的学习,本专业学生应具备辩证处理 “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理性人与

复杂人”等关系的能力,具备完全人格。“理想与现实”———既仰望星空,秉持经世济民

的理想情怀;又脚踏实地,关注人间的万家灯火。“理论与实践”———既读万卷书,构筑

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行万里路,投身丰富的社会实践。“理性人与复杂人”———既坚定学

科自信,理解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理性人假设;又正视学科局限,对由复杂人构成的真实世

界心存敬畏。
通过四年的学习,本专业学生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具备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

能力。应系统掌握基本的经济学思维框架,在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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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方面具备扎实的基础。应系统掌握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领域的专业

知识,在保险、风险管理、精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具备扎实的基础。应熟悉金融、会计和

法律等领域的相关知识,具备良好的数理和外语基础,具备在专业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

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1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3~2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5~11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根据分级情况,应修大学英

语课程不到8学分的,等级

免修学分可用自主选修课学

分补足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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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需要另选该

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1-1数学:1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二下

2-1-2经济: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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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一下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一上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8 一下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下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二下

02534200 风险管理学 3 3 5 二下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三上

02534960 保险经济学导论 2 2 4 三上

02532090 保险精算 3 3 0 三上

02535390 金融会计 3 3 3 三下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3 三下

02530400 保险法 2 2 6 三下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3~29学分

3-1专业选修课:模块1与模块2加总一共完成18学分

3-1-1模块1:至少完成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5360 人寿与健康保险 2 2 0

02535350 财产与责任保险 2 2 6

025354006 保险资产管理 2 2 7

02533750 金融风险管理 2 2 4

02534950 风险管理模型与应用 2 2 6

02534670 企业风险管理 2 2 8

02533290 保险公司运作与管理 2 2 6

02533640 中国保险市场专题研究 2 2 7

3-1-2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8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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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5250 外国经济史 3 3 0

02533600 产业组织理论 3 3 0

02532260 信息经济学 3 3 8

02535370 《资本论》选读 3 3 0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0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02530340 投资学 3 3 0

02532420 金融工程概论 3 3 14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02530620 国际投资学 3 3 8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5

02532120 世界经济专题 3 3 8

02535380 中国对外经济 2 2 10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2 2 8

02530051 统计学 3 3 10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02533530 预算经济学 2 2 10

02534760 比较税收学 2 2 4

02533850 农业经济学 3 3 6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以实际课

号为准
经济增长 3 3 9

02534000 生态经济学 3 3 6

02533370 环境资源经济学 3 3 6

02534830 人口健康经济学 3 3 6

02535420 能源经济学 3 3 9

02534880 社会实践 1 1 16

注: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和课程建设的进程,选修课目录可能发生增补,请以学院的更新和通知为准。

本科生科研

可自选是否参加,如果参加,学分计入3-1专业选修课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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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5~11学分

经济学院、经管学部其他专业课程、跨院系选修的其他学科课程、辅修课程等等均可

作为自主选修课。

六、 课程地图

注:标*表示该课程滚动开课,同学们可结合自身实际和老师指导,安排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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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学专业

一、 专业简介

财政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12年严复校长设立财政学门。1999年,为

了顺应国家对财政税收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及企业财务管理高级人才迫切需求,财政学系

应运而建。财政学系现设有财政学 (含税收学)专业,拥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培养

项目。
在北京大学 “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思想下,财政学专业秉承 “经世济民,兼济天

下”的学术理想与抱负,在学术研究中关注公共政策与民生发展,以中国财税体制建设的

理论研究为学术之基,对学生进行公共财政与税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维的训练

和培养。财政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以理论教学、实证教学和实务教学为基点,结合财政学专

业的理论性与政策性特色,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政策分析为导向,涵盖财政领域各

类问题的基础理论介绍、分析方法训练和实务能力培养。
除学校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和必修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外,财政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还包括

财政学、福利经济学、国际税收、统计学、社会保险、公共经济学、预算经济学、比较税

收学、公司金融。财政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为学生提供扎实的经济学以及财政与税务基础

知识,兼顾理论和实务,同时也鼓励学生选修本学院以及其他学部的课程,以满足个性发

展的需要。
财政学系现有教员9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5名,助理教授2名,教员的教学和

研究涵盖了公共财政的全部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理论、财政和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教

育财政、公共政策评估、政府预算、地方财政等等。

二、 培养目标

财政学专业育人目标旨在培养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及很强的社会责任

感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毕业生熟悉财政税务、财务会计知识,具备较高的外语和计算

机运用水平、较强的研究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并能够胜任公共财政、宏观经济、
财税方面的管理和研究工作。本专业毕业生可以就职于国家重要行政部门、研究机构、司

法部门以及各大金融机构、中外大型企业、知名中介机构、著名学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
财政学专业所培养的学术型人才理论基础扎实,熟悉学术前沿和发展动向,能够熟练

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共政策和财政问题,具备继续深造或从事公共政策研

究、宏观经济管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管理型人才熟悉财政政策、政府收入与支出

管理以及相关的财税制度与实务,深入了解中国各级政府的运作和职能,具有相当的决策

和政策研究能力;实务型人才熟练掌握财政税务、财务会计、金融投资知识,能够胜任与

金融、资产、咨询、实业等各个行业有关的税务、财务和管理工作,并具备从事现代企业

管理工作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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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养要求

财政学专业注重学生公共财政与税收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与技能的培

养,同时也注重本专业所需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与计量经济学、以及公司金

融、会计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思维的训练。经过四年正规的经济学理论和专业知

识的教育,学生能够掌握公共财政的核心知识体系,理解经济学特别是公共经济学的基本

思路和方法,熟悉财政税务知识,了解公共经济政策,具备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运用水

平、较强的数据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并同时拥有宽广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基

础,具有批判性思维,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财政学专业的毕业生所拥有的专业能力体现在:(1)掌握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

了解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向,熟悉相关的财税制度与实务;(2)具备继

续深造或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

力;(3)能够胜任政府部门的公共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4)能够胜任与金融、资产、
咨询、实业等各个行业有关的税务、财务和管理工作;(5)具备从事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

综合素质。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0学分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4~3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6~12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根据分级情况,应修大学英

语课程不到8学分的,等级

免修学分可用自主选修课学

分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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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政课程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留 学 生、港 澳 台 学 生 选 修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完成

此处学分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1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8学分

2-1-1数学:1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6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6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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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二上

00132380 概率统计 (B) 3 3 二下

2-1-2经济:2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4 16 一上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4 16 一下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一上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8 一下

02530060 微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上

02530070 宏观经济学 3 4 16 二下

02530140 计量经济学 3 4 16 三上

2-2专业核心课:2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534520 财政学 3 3 9 二下

02533390 福利经济学 2 2 8 三上

02530051 统计学 3 3 10 二上

02531080 社会保险 2 2 3 三下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533530 预算经济学 2 2 10 三下

02534760 比较税收学 2 2 4 三下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三下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24~30学分

3-1专业选修课:模块1与模块2加总一共完成18学分

3-1-1模块1:至少完成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4970 成本效益分析 2 2 6
02534260 地方财政 2 2 2
02535330 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 2 2 10
02534750 公共选择理论 3 3 10
02533840 国际税收 2 2 6
02534880 社会实践 1 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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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2530150 发展经济学 3 3 0

02534740 中级财务会计 3 3 0

02534090 专业英语 2 2 8

02534820 保险学原理 3 3 3

02533370 环境资源经济学 3 3 6

02533720 数理经济学 2 2 0

02534060 货币银行学 3 3 8

02532420 金融工程概论 3 3 14

02534200 风险管理学 3 3 5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16

02530100 国际金融 3 3 8

02530090 国际贸易 3 3 8

02533710 会计学原理 3 3 0

注: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化和课程建设的进程,选修课目录可能发生增补,请以学院的更新和通知为准。

本科生科研

可自选是否参加,如果参加,学分计入3-1专业选修课模块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3-2自主选修课:6~12学分

经济学院、经管学部其他专业课程、跨院系选修的其他学科课程、辅修课程等等均可

作为自主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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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注:标*表示该课程滚动开课,同学们可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和老师指导,安排选课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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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1994年正式更

名为光华管理学院。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以 “创造管理知识,培养

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为使命,光华管理学院已走过30余载春秋。学院在科研水平、
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位居国内经济管理学院前列,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

商学院之一。
学院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国内著名学者以及一批有

着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院现有全职教研人员110余位,70%以上具有海

外教育背景,毕业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60余所国际知名学府。其中,教育部长江

学者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10人,国际学会会士2人。

学院有着完整的学科结构,现设有应用经济学系、金融学系、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市

场营销系、会计学系、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等7个系,其中应

用经济学、商业与管理入选 “双一流”建设学科。在2020年QS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经

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会计学与金融学位列全国第一,商业与管理研究位列全国第二,均位

于世界前列。
本科生培养现有本科项目、“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开设金融学、会计学、市

场营销、工商管理四个专业,其中,金融学专业包括金融学和金融经济学方向。金融学、
会计学和市场营销专业均按工商管理类进行招生,限英语考生,文理兼收,体现交叉学科

的特点。
本科项目:学制四年。入学后前两年学生不分专业,按照培养计划自由选课,以公共

必修课程、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主,第三年起根据个人特长与兴趣

自由选择专业进入专业课学习。本科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 Mentor&Mentee理念,为每位

学生分配专业的学术导师,指导学生学习生活,合理规划未来发展。而且,在校学习期

间,学生有机会获得多种奖助学金,学院支持贫困地区学生完成学业。
“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学院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结合学院充分的国

际合作资源以及比较成熟的本科培养体系,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开展一带一路书院国际

本科项目。与多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顶尖大学建立合作联盟,由联盟院校推荐高质量的本

科生参与该项目,学生在本国度过第一、第二学年。第三第四学年在北大度过,完成课程

学分要求和语言学习,在学分得到认可后,将获得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士学位以及本国

的本科学位。预计2020年9月第一批学生将正式来到北大开始第三第四学年的学习。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学院致力于培养国际化人才。学院自1997年开展本

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先后与全球百余所大学签订了学生交换协议,鼓励学生参与多种国际

交流活动,实现了本科生交换学习的100%全覆盖,成为学院本科教育的优势特色之一。
此外,学院还注重采用国际前沿的经典英文管理类教材,每学年开设二十余门纯英文课



程,约80%的课程实现中英文双语教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教育遵循北京大学本科生教育理念,以培养 “厚基础、

宽口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坚持 “加强基础、尊重选择、卓越教学、促进交

叉”的教育方针,提出了 “个性化培养,多元化发展”的培养原则,建立了 “通识教育与

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扎实经济学与管理学基础,在

相关行业中起引领作用,具有创新精神、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

人才。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20104 金融学 Finance 4年 经济学学士

110203 会计学 Accounting 4年 管理学学士

110202 市场营销 Marketing 4年 管理学学士

120201 工商管理 BusinessAdministration 4年 管理学学士

三、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刘 俏 86-10-62751664 qiao_liu@gsm.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周黎安 86-10-62750431 zhoula@gsm.pku.edu.cn

本科研究生项目运营主任 安 倩 86-10-62747016 anqian@gsm.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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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夯实的经济学、金融学及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金融学分析方法及专业

技术,了解金融领域前沿动态,具有出众的研究能力、中英文沟通能力及国际视野,能够

把握金融学学术研究以及金融业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 培养要求

具有坚实的金融学理论基础和创新潜力、具有国际视野与较高的金融专业应用技能,
同时具备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以及缜密的分析能力。学生毕业后适于在高端金融管理部

门、各类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工作。

三、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2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四、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程: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大学英语 2~8 全年

根据分级考试成绩编入

A级、B级、C 级 和 C
+级,分 别 对 应8、6、

4和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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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16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8月修订)》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体育 1×4 2 0 全年

必选项目1学分和兴趣

选修项目3学分,每学

期只能选1门体育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时,

需要另选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 概 论 C”课 程 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

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 等 数 学 (B)
(一)

5 4 32 (习题课) 一上

00130202
高 等 数 学 (B)
(二)

5 4 32 (习题课)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16 (习题课) 一上

02831110 经济学 4 4 16 (讨论班) 一上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形式,双学位必修

02834720 概率统计 4 4 0 一下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3 0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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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510/

02838430

财务会计 (中英

文)
3 3 0 一下 双学位必修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3 0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程: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120/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中
英文)

3 3 0 二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形式,双学位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3 0 二上

02833430/

E2833431

公 司 财 务 管 理

(中英文)
3 3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形式,双学位选修

02838470 管理科学 3 3 0 三上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3 3 0 二下

02834420/

E2834421

证券投资学 (中
英文)

3 3 0 二下

02836020 金融计量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

机构
3 3 0 三上

02838460 国际金融 2 3 0 三上

02833475 金融工程 2 3 0 三下

02831570 固定收益证券 2 3 0 四上

2-3毕业论文:2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8420 金融中的数学方法 2 3 0 大三

02834430/

02838180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中
英文)

2 3 0 大三

02830260
影 子 中 央 银 行 (英
文)

2 3 0 大三

02838400 行为金融 2 3 0 三上

02834760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 3 0 三下

02837020 投资银行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7180 财务案例分析 2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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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9060
风险 资 本 与 创 新 融

资 (英)
2 3 0 三下

02831540 金融建模 2 3 0 四上

02838490 风险管理与保险 2 3 0 四上

02838200 权益证券投资 2 3 0 四上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3-2-1学院选修: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9150 光华第一课 1 3 0 一上 光华学生必修

02831113 商务英语 (一) 2 4 0 一上 仅限大一学生选修

02831114 商务英语 (二) 2 4 0 一下 仅限大一学生选修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

软件
2 3 0 二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3 2 二下 双学位必修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02837140
中 国 商 务 (英
文)

2 3 3 二上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

发展
2 3 0 二下

02832230/

E2832231

商战模拟 (中英

文)
2 3 0 大三 双学位选修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

管理
1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280
中国社会、经济

研究专题
2 3 0 三上

02830170
电 子 商 务 (英
文)

3 3 0 三上
与 《互联网与商业

模式创新》二选一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 (英文)
2 3 3 三上

双 学 位 选 修、 与

《供 应 链 管 理》二

选一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上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3 3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

竞赛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

业到企业转型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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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220 中国金融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原创

业企业成长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3 0 三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隔年

开课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

式创新
3 3 0 三下

双 学 位 选 修, 与

“电 子 商 务 (英)”

二选一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3 0 三下

与 “物流与供应链

管 理 (英 )” 二

选一

02838130
中国社会与商业

文化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

金 融 机 构 (英
文)

2 3 0 三下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25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0230

商 业 活 动 在 中

国: 管 理 视 角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0240
运 营 管 理 (英
文)

2 3 0 三下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90
战 略 管 理 (英
文)

2 3 0 四上 双学位必修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

投资
2 3 0 四上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

战略
2 3 0 四上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

方法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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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6970
高 等 多 元 统 计

分析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930
金融服务信息系

统的演化与创新
2 3 0 四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 3 3 0 四上

02812760 案例中国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 (英
文)

2 3 0 四上

02801960
中 国 社 会 (上)
(英文)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8920

技术创业中价值

主张与商业模式

设计 (英文)
2 3 0 四下 双学位选修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四下

02801970
中 国 社 会 (下)
(英文)

2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2000 组织经济学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9140 人口经济学 3 3 0 四下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

据 分 析 到 商 业

价值

2 3 0 四下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

创新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200
人工智能和社会

经济
2 3 0 三下

E2800040
组织行为与领导

力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8510 沃土计划 1 2周 大一

30330031/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独

立 研 究/教 师 指

导下的小组研究

2 二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学术思想与学术

写作
1 3 0 三下 光华学生必修

3-2-2跨学科选修:2~8学分 (可选非光华开设的课程)

五、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可以免修思想政治课和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需要在 “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中选修补足。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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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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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专业 (金融经济方向)

一、 培养目标

注重训练学生的经济学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强调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培养具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国际化的学术视野、较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和善于知行结合的专业性

人才。学生毕业后适于在经济和金融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研究机构工作。

二、 培养要求

在学生具有一定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上加强三个方面的训练:(1)加强经济学与金融

学的基础理论的训练,满足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需要; (2)加强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

练,满足有潜力的学生进一步深造的需要;(3)加强经济政策分析能力的训练,满足学生

在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

三、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1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2学分

3.选修课程:29~35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1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四、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程: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

总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大学英语 2~8 全年

根据分级考试成绩编入 A 级、

B级、C级和C+级,分别对应

8、6、4和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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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

总学时

选课

学期
备注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16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管理办法 (2020年

8月修订)》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一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体育 4 全年

必选项目1学分和兴趣选修项

目3学分,每学期只能选1门

体育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

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该课

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算机实

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 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

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

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4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4 32 (习题课)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4 32 (习题课)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16 (习题课) 一上

02831110 经济学 4 4 16 (讨论班) 一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必修

02834720 概率统计 4 4 0 一下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3 0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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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510/

02838430
财务会计 (中英文) 3 3 0 一下 双学位必修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3 0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程: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120/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中英文) 3 3 0 二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3 0 二上

02833430/

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 (中英文) 3 3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8470 管理科学 3 3 0 三上

02831580 金融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3720 计量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1610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 3 3 0 二下

02834780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3 3 0 二下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 3 3 0 三上

2-3毕业论文:2学分

3.选修课程:29~35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3 3 0 二下

02834420/

E2834421
证券投资学 (中英文) 3 3 0 二下

0283165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1160 行为经济学 3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 3 3 0 三上 本研合上

02804170 经济学研究专题 3 3 0 三上 本研合上

02837170 策略与博弈 3 3 0 三下

02831600
国 际 金 融 与 国 际 贸 易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1660 信息经济学 3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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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下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3-2-1学院选修: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9150 光华第一课 1 3 0 一上
光 华 学 生

必修

02831113 商务英语 (一) 2 4 0 一上
仅限大一学

生选修

02831114 商务英语 (二) 2 4 0 一下
仅限大一学

生选修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3 0 二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3 2 二下 双学位必修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02837140 中国商务 (英文) 2 3 3 二上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 2 3 0 二下

02832230/

E2832231
商战模拟 (中英文) 2 3 0 大三 双学位选修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 1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280
中 国 社 会、经 济 研 究

专题
2 3 0 三上

02830170 电子商务 (英文) 3 3 0 三上

与 “互 联 网

与商业模式

创 新 ” 二

选一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英
文)

2 3 3 三上

双 学 位 选

修、与 “供
应 链 管 理”

二选一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上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3 3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

业转型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220 中国金融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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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3 0 三下

双 学 位 选

修,原 创 业

企业成长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3 0 三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隔年开课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与 《电 子 商

务 (英 )》

二选一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3 0 三下

与 《物 流 与

供应链管理

(英 )》 二

选一

02838130
中 国 社 会 与 商 业 文 化

(英)
2 3 0 三下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

构 (英)
2 3 0 三下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25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0230
商业活动在中国:管理

视角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0240 运营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90 战略管理 (英文) 2 3 0 四上 双学位必修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2 3 0 四上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 2 3 0 四上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方法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0136970 高等多元统计分析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930
金融服务信息系统的演

化与创新
2 3 0 四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 3 3 0 四上

02812760 案例中国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 (英文) 2 3 0 四上

02801960 中国社会 (上)(英文)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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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8920
技术创业中价值主张与

商业模式设计 (英文)
2 3 0 四下 双学位选修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四下

02801970 中国社会 (下)(英文) 2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2000 组织经济学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9140 人口经济学 3 3 0 四下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据分析

到商业价值
2 3 0 四下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200 人工智能和社会经济 2 3 0 三下

E2800040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英
文)

3 3 0 三下

02838510 沃土计划 1 2周

30330031/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二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学术思想与学术写作 1 3 0 三下

光 华 学 生

必修

3-2-2跨学科选修:2~8学分 (可选非光华开设的课程)

五、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可以免修思想政治课和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需要在 “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中选修补足。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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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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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

一、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良好的会计理论基础,有较高外语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的

人才。本科生的课程设置及教学与方式主要为培养具有现代财会、审计综合管理能力的管

理者奠定必要的理论,实务与方法基础。毕业生有很强的社会需求,分配去向主要是大型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及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

二、 培养要求

通过 “研究型学习+参与式讨论+团队化实践”的模式,培养学生具备财务总监、总

会计师和财务管理者的基础素质:熟练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跨学科知识,卓越的财

会工作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辅助决策能力以及战略领导能力,同时具备较强的中英文

沟通能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名称: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2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8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四、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 大学英语 2~8 ——— ——— 按大学英语教研室要求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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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及说明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思想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修订)》

04834470

计算概论C
(原 文 科 计 算 机 基

础)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

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另选

该课程的上机课 (04831435计

算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
算概论C”课程同时,需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计算机实习)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 体育系列课程 1×4 2 0 ———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7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4 32 (习题课)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4 32 (习题课)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16 (习题课) 一上

02831110 经济学 4 4 16 (讨论班) 一上

大班授课小班

讨论 形 式,双

学位必修

02834720 概率统计 4 4 0 一下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3 0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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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510/

02838430
财务会计 (中英文) 3 3 0 一下 双学位必修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3 0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程:3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120/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中英文) 3 3 0 二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班

讨论 形 式,双

学位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3 0 二上

02833430/

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 (中英文) 3 3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班

讨论 形 式,双

学位选修

02838470 管理科学 3 3 0 三上

02832480 成本与管理会计 3 3 0 二上

02833540 中级财务会计 4 4 0 二下

02834430/

02838180
财务报表分析 (中英文) 2 3 0 大三

02833600 税法与税务会计 2 3 0 三上

02833670 高级财务会计 2 3 0 三下

02834510 审计学 3 3 0 三下

02832540 高级管理会计 2 3 0 三下

2-3毕业论文:2学分

3.选修课程:26~32学分

3-1专业选修课: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8170 会计信息与数据分析 2 3 0 三上

02834530 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 2 3 0 三下

02833570 财务会计理论与政策 3 3 0 三下

02837180 财务案例分析 2 3 0 三下

02835620
会 计 审 计 与 财 务 管 理

专题
2 3 0 四上

02832430 金融企业会计 2 3 0 四上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3-2-1学院选修: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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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9150 光华第一课 1 3 0 一上 光华学生必修

02831113 商务英语 (一) 2 4 0 一上
仅 限 大 一 学 生

选修

02831114 商务英语 (二) 2 4 0 一下
仅 限 大 一 学 生

选修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3 0 二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3 2 二下 双学位必修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02837140 中国商务 (英) 2 3 3 二上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 2 3 0 二下

02832230/

E2832231
商战模拟 (中英文) 2 3 0 大三 双学位选修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 1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280
中 国 社 会、经 济 研 究

专题
2 3 0 三上

02830170 电子商务 (英) 3 3 0 三上

与 “互 联 网 与 商

业模 式 创 新”二

选一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英) 2 3 3 三上

双学 位 选 修、与

“供应链管理”二

选一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 (英) 2 3 0 三上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3 3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

业转型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220 中国金融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3 0 三下
双学 位 选 修,原

创业企业成长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3 0 三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 位 选 修,隔

年开课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3 0 三下

双学 位 选 修,与

“电 子 商 务 (英
文)”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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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3 0 三下

与 “物 流 与 供 应

链管理 (英文)”

二选一

02838130
中 国 社 会 与 商 业 文 化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

构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25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0230
商业活动在中国:管理

视角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0240 运营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90 战略管理 (英文) 2 3 0 四上 双学位必修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2 3 0 四上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 2 3 0 四上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方法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0136970 高等多元统计分析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930
金融服务信息系统的演

化与创新
2 3 0 四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 3 3 0 四上

02812760 案例中国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 (英文) 2 3 0 四上

02801960 中国社会 (上)(英文)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8920
技术创业中价值主张与

商业模式设计 (英文)
2 3 0 四下 双学位选修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四下

02801970 中国社会 (下)(英文) 2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2000 组织经济学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9140 人口经济学 3 3 0 四下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据分析

到商业价值
2 3 0 四下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200 人工智能和社会经济 2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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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E2800040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英
文)

3 3 0 三下

02838510 沃土计划 1 2周

30330031/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二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学术思想与学术写作 1 3 0 三下 光华学生必修

3-2-2跨学科选修:2~8学分 (可选非光华开设的课程)

五、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可以免修思想政治课和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需要在 “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中选修补足。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

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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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

一、 培养目标

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知识,掌握现代营销理

论与方法,思维活跃,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学生将

适于在大中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从事市场营销决策、开发与管理工作。

二、 培养要求

培养学生具有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培养学生具有国内、国际营销管理的专业

知识;培养学生具有市场营销管理决策和实践的能力;学生将适于在公司和跨国公司中从

事国内国际市场营销、开发、管理、预测工作。

三、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2-2专业核心课:32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2学分

3.选修课程:28~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0学分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四、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大学英语 2~8 全年

根据分级 考 试 成 绩 编

入 A 级、B 级、C 级

和C+级,分 别 对 应

8、6、4和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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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思想政治理论课 16

详见 《北 京 大 学 本 科

思想政治 理 论 课 教 学

管理 办 法 (2020年8
月修订)》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一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体育 1×4 2 0 全年

必选项 目1学 分 和 兴

趣选 修 项 目 3 学 分,

每学期 只 能 选1门 体

育课

04834470 计算概论C 3 3 0 一上

面向文科院系。学生选

“计算概论C”课程同

时,需要另选该课程的

上机课 (04831435计算

机实习)

04831435 计算机实习 0 2 32 一上

面向 文 科 院 系。学 生

选 “计算概论C”课程

同时,需 要 另 选 该 课

程 的 上 机 课

(04831435 计 算 机 实

习)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2.专业必修课程:65学分

2-1专业基础课:3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4 32 (习题课)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4 32 (习题课)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16 (习题课) 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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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1110 经济学 4 4 16 (讨论班) 一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必修

02834720 概率统计 4 4 0 一下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3 0 一下

02832510/

02838430
财务会计 (中英文) 3 3 0 一下 双学位必修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3 0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程:3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120/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中英文) 3 3 0 二上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3 0 二上

02833430/

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 (中英文) 3 3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8470 管理科学 3 3 0 三上

02838980 营销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双学位选修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3 0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定价策略 2 3 0 三上

原 “定 价 管

理”

以实际课

号为准
精准营销 2 3 0 三下

原 “新 媒 体

营销与精准

广 告 ”, 双

学位选修

02838350 渠道管理 (英文) 2 3 0 四上

02833460 品牌管理 2 3 0 四上

2-3毕业论文:2学分

3.选修课程:28~34学分

3-1专业选修课: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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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4660 服务营销 2 3 0 二下

02837122 互联网时代营销新模式 2 3 0 二下

02838300 整合营销传播 2 3 0 三上

02838950 社会影响力营销 (英文) 2 3 6 三上

02839040 新产品开发与管理 2 3 0 三上

02839070 量化营销模型 (英文) 2 3 0 三下
市场营销专

业必须选

02808230 体育营销 2 3 0 三下

3-2自主选修课:18~24学分

3-2-1学院选修: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9150 光华第一课 1 3 0 一上 光华学生必修

02831113 商务英语 (一) 2 4 0 一上
仅限 大 一 学 生

选修

02831114 商务英语 (二) 2 4 0 一下
仅限 大 一 学 生

选修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3 0 二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3 2 二下 双学位必修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02837140 中国商务 (英) 2 3 3 二上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 2 3 0 二下

02832230/

E2832231
商战模拟 (中英文) 2 3 0 大三 双学位选修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 1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280
中 国 社 会、经 济 研 究

专题
2 3 0 三上

02830170 电子商务 (英文) 3 3 0 三上

与 “互 联 网 与

商业模式创新”

二选一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英
文)

2 3 3 三上

双 学 位 选 修、

与 “供 应 链 管

理”二选一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上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3 0 三上 双学位必修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

业转型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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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02220 中国金融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3 0 三下

双 学 位 选 修,

原 创 业 企 业

成长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3 0 三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三下
双 学 位 选 修,

隔年开课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3 0 三下

双 学 位 选 修,

与 “电 子 商 务

(英 文 )” 二

选一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3 0 三下

与 “物 流 与 供

应 链 管 理 (英
文)”二选一

02838130
中 国 社 会 与 商 业 文 化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

构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3 0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25 三下 双学位选修

02830230
商业活动在中国:管理

视角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0240 运营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90 战略管理 (英文) 2 3 0 四上 双学位必修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2 3 0 四上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 2 3 0 四上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方法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0136970 高等多元统计分析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8930
金融服务信息系统的演

化与创新
2 3 0 四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 3 3 0 四上

02812760 案例中国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 (英文) 2 3 0 四上

02801960 中国社会 (上)(英文)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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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8920
技术创业中价值主张与

商业模式设计 (英文)
2 3 0 四下 双学位选修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四下

02801970 中国社会 (下)(英文) 2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2000 组织经济学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9140 人口经济学 3 3 0 四下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据分析

到商业价值
2 3 0 四下

02839210 人工智能与商业创新 2 3 0 三上 双学位选修

02839200 人工智能和社会经济 2 3 0 三下

E2800040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英
文)

3 3 0 三下

02838510 沃土计划 1 2周 大一

30330031/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二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学术思想与学术写作 1 3 0 三下 光华学生必修

3-2-2跨学科选修:2~8学分 (可选非光华开设的课程)

五、 其他

港澳台学生、留学生可以免修思想政治课和军事理论课,免修课程学分需要在 “与中

国有关的课程”中选修补足。此部分课程学分不可与其他部分课程学分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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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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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一、 专业简介

工商管理专业为 “未来领导者”国际本科项目开设。该项目是光华管理学院在2018
年发起成立北京大学 “一带一路”书院后重点推出的国际本科项目,依托北大历史积淀,
汇聚光华学科优势,并与全球多所顶尖大学开展合作,精心打造。该项目录取学生在各自

原在学院完成第一、二学年的经济管理基础课学习后,将与从全球顶尖大学联盟院校选拔

出的杰出青年共同在光华进行第三、四学年的 “书院制”全英文工商管理课程学习与实

践。学生在完成各培养环节并达到毕业要求后,被授予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首届学

生于2020年9月开始本专业学习,2022年7月毕业。

二、 培养目标

为商界、学界、政界或非政府组织等培养具有优秀学识和科学素养、广阔视野及跨文

化理解力与同理心的管理人才;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感且深

入理解中国的未来国际领导者。

三、 培养要求

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应系统、扎实地掌握工商管理专业相关的理论基础,对经济、
金融等领域的知识有较广泛的了解,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的同时对中国发展有深入的理

解;获得科学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并能够融会贯通,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有效地分析与

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初步的研究能力以及创新潜力;具有较强的

沟通表达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具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团队协作能力,并胸怀远大,关

注他人与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北京大学学生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

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
授予学位类型:管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8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1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学分

1-2通选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18学分

2-2专业核心课:64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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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选修课程:9学分 其中英文授课课程须选修6学分及以上

合作院校国际学生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120学分,方能毕业。达到学位要求者

授予北京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及学生原所在院校相关学士学位。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6学分

1-2通选课:16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7学分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6学分

3.选修课程:18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北京大学学生

1.公共基础课程:41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大学英语 4 大一大二

按大 学 英 语 教 研

室要求选课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16

按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要 求 选 课,详

见 《北 京 大 学 本

科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 年 8 月 修

订)》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一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体育 4 大一大二

信息课程 3 一上
按信 息 科 学 技 术

学院要求选课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88学分

2-1专业基础课程:1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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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 5 4 32 (习题课)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 (B)(二) 5 4 32 (习题课) 一下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16 (习题课) 一上

02834720 概率统计 4 4 0 一下

2-2专业核心课程:6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832510/

02838430
财务会计 (中英文) 3 3 0 一下 双学位必修

02832480 成本与管理会计 3 3 0 二上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3 3 0 一下

02832120/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中英文) 3 3 0 二上

02833430/

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 (中英文) 3 3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8500 组织与管理 4 4 16 (讨论班) 二上

大班授课小

班 讨 论 形

式,双 学 位

选修

02832640 营销学 3 3 0 二上

02830140 社会心理学 3 3 0 一下

02837120 消费者行为 3 3 0 二下

02833720 计量经济学 3 3 0 二下

E2800050 经济史 2 3 0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国际经济 3 3 0 三下

E2800030 管理科学与信息管理 3 3 0 三上

02802220 中国金融 3 3 0 三下

02802190 中国经济 3 3 0 三上

E2800020 中国管理 (一) 2 3 0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中国管理 (二) 2 3 0 三下

E2800010 跨文化沟通 2 3 0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创业理论与实践 3 3 0 三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2 3 0 三下

02830240 运营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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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以实际课

号为准
战略管理 3 3 0 四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实践项目 3 3 待定 三下 &四上

2-3毕业论文:6学分

3.选修课程:9分 (其中英文授课课程须选修6学分及以上)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1113 商务英语 (一) 2 4 0 一上

02831114 商务英语 (二) 2 4 0 一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中国营销 (英文) 2 3 0 四上

02838350 渠道管理 (英文) 2 3 0 四上

02838950 社会影响力营销 (英文) 2 3 6 三上

02839200
人 工 智 能 和 社 会 经 济

(英文)
2 3 0 四上

02838370
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

构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 (英文) 2 3 0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中国投资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4420/

E2834421
证券投资学 (中英文) 3 3 0 三下

02839060
风 险 资 本 与 创 新 融 资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4430/

02838180
财务报表分析 (中英文) 2 3 0 三上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英
文)

2 3 3 三上

以实际课

号为准

中国法与经济改革 (英
文)

3 3 0 四上

02838130
中国社会与商业文化 (英
文)

2 3 0 三下

02832540 高级管理会计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0230
商业活动在中国:管理

视角 (英文)
3 3 0 三下

02838920
技术创业中价值主张与

商业模式设计 (英文)
2 3 0 四下

02837020 投资银行 (英文) 2 3 0 三下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 (英文) 2 3 0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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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01960 中国社会 (上)(英文) 2 3 0 四上

02801970 中国社会 (下)(英文) 2 3 0 四下

02830260 影子中央银行 (英文) 2 3 0 大三

02837140 中国商务 (英文) 2 3 3 二上

02831110 经济学 4 4 16 (讨论班) 一上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2 3 0 三上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3 0 二上

02834730 创业管理 2 3 2 二下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 2 3 0 二下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 1 3 0 三上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280
中 国 社 会、经 济 研 究

专题
2 3 0 三上

02834750 创新管理 2 3 0 三上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 2 3 3 三上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 2 3 0 三上

02839190 创业思维 2 3 0 三下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

业转型
2 3 0 三上

02833680 生产作业管理 2 3 0 三下

02830110 人力资源管理 3 3 0 三下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 3 3 0 三下 隔年开课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 3 3 0 三下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 2 3 0 三下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4370 企业伦理 2 3 0 三下

02834870 创业与创新实践 3 3 25 三下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2 3 0 四上

02838330 价值投资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3 3 0 三下 本研合上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 2 3 0 四上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方法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0136970 高等多元统计分析 2 3 0 四上 本研合上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 3 3 0 四下 本研合上

02838930
金融服务信息系统的演

化与创新
2 3 0 四上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 3 3 0 四上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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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2838510 沃土计划 1 2周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据分析

到商业价值
2 3 0 四下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3 3 0 二下

02836020 金融计量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 3 0 三上

02838460 国际金融 2 3 0 三上

02833475 金融工程 2 3 0 三下

02831570 固定收益证券 2 3 0 四上

02831580 金融经济学 3 3 0 二下

02831610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 3 3 0 二下

02834780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 3 3 0 二下 本研合上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 3 3 0 三上 本研合上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 3 3 0 三上

02838980 营销研究方法 3 3 0 二下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定价策略 2 3 0 三上 原 “定价管理”

02839040 新产品开发与管理 2 3 0 三上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2 3 0 三上

02838300 整合营销传播 2 3 0 三上

02833460 品牌管理 2 3 0 四上

02833540 中级财务会计 4 4 0 二下

02833600 税法与税务会计 2 3 0 三上

02834510 审计学 3 3 0 三下

(二)合作院校国际学生

1.公共基础课程:42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大学英语UniversityEnglish 4 Y1orY2

00130201
高等数学 (B)(一)AdvancedMath-
ematics1

5 4 32 (习题课) Y1orY2

E2800060
高等数学进阶

AdvancedMathematicsProgression
3 3 16 (习题课)

Y1or
Y2orY3

02834720 概率统计ProbabilityStatistics 4 4 0 Y1orY2

以实际课

号为准

商务 中 文 BusinessChinese (分 A、

B、C三个等级,根据入学测试,选

择2个等级完成2门课)
4 3 0 Y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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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02190 中国经济ChineseEconomy 3 3 0 Y3T1

02802220 中国金融ChineseFinance 3 3 0 Y3T2

1-2通识课: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MathandNat-
uralScience
B.社会科学类SocialScience
C.哲 学 与 心 理 学 类 Philosophy
andPsychology
D.历史学类 History
E.语 言 学、文 学、艺 术 与 美 育 类

Language,Literature,Art
F.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类 Sustainable
SocialDevelopment

16 Y1-Y4

2.专业必修课程:60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8430 财务会计FinancialAccounting 3 3 0 Y1orY2

02832480
成 本 与 管 理 会 计 Cost and
ManagerialAccounting

3 3 0 Y1orY2

02832110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3 0 Y1orY2

E283212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3 3 0 Y1orY2

E2833431 公司财务管理CorporateFinance 3 3 0 Y1orY2

E2800040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OrganizationalBe-
haviorandLeadership

3 3 0 Y1orY2

02831100
组织 与 管 理 Organizationand Man-
agement

3 4 16 (讨论班) Y1orY2

02832640 营销学Intro.toMarketing 3 3 0 Y1orY2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BusinessForecastingAna-
lytics

3 3 0 Y1orY2

2-2专业核心课:27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E2800050 经济史EconomicHistory 2 3 0 Y3T1

NewCourse 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Economics 3 3 0 Y3T2

E2800030
管理 科 学 与 信 息 管 理 Management
ScienceandInformationManagement

3 3 0 Y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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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E2800020 中国管理 (一)ChineseManagement1 2 3 0 Y3T1

NewCourse 中国管理 (二)ChineseManagement2 2 3 0 Y3T2

E2800010
跨文化沟通Cross-CulturalCommuni-
cation

2 3 0 Y3T1

NewCourse
创新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
ofInnovation

3 3 0 Y3T2

NewCourse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BusinessEthics
andCSR

2 3 0 Y3T2

02830240 运营管理OperationsManagement 2 3 0 Y3T2

NewCourse 战略管理StrategicManagement 3 3 0 Y4T1

NewCourse 实践项目ChinaImmersionProject 3 3 待定 Y3T2&Y4T1

2-3毕业论文: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NewCourse 顶石课程CapstoneProject 2 3 待定 Y4T1

NewCourse 学术研讨会ResearchSeminar 2 3 0 Y4T1

NewCourse 毕业论文 GraduationThesis 2 Y4

3.选修课程: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NewCourse 中国营销 MarketinginChina 2 3 0 T1

02838350 渠道管理ChannelManagement 2 3 0 T1

02838950
社会影响力营销 MarketingforSocialIm-

pact
2 3 6 T1

02839200 人工智能和社会经济AIandEconomics 2 3 0 T1

02838370
中 国 金 融 市 场 与 金 融 机 构 Chinese
FinancialMarketandInstitution

2 3 0 T2

02831680
金融风险与管理FinancialRiskandMan-
agement

2 3 0 T1

NewCourse 中国投资InvestinginChina 2 3 0 T2

E2834421
证券投资学SecurityAnalysisandInvest-
ment

3 3 0 T2

02839060
风险资本与创新融资VentureCapitaland
theFinanceofInnovation

2 3 0 T2

02838180
财务报表分析FinancialStatementAnaly-
sis

2 3 0 T1

0283269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andSupply
ChainManagement

2 3 3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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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NewCourse
中国法与经济改革ChineseLawandEco-
nomicReform

3 3 0 T1

02838130
中国社会与商业文化ChineseSocietyand
BusinessCulture

2 3 0 T2

NewCourse 高级商务中文AdvancedBusinessChinese 2 3 0 T1

02832540
高级 管 理 会 计 Advanced ManagerialAc-
counting

2 3 0 T2

02837140 中国商务DoingBusinessinChina 2 3 3 T1

02830230
商 业 活 动 在 中 国:管 理 视 角 Doing
BusinesswiththeChinesePeople

3 3 0 T2

02838920

技术创 业 中 价 值 主 张 与 商 业 模 式 设 计

Value Proposition and Business Model
DesignforTechnologyVenture

2 3 0 T2

02837020 投资银行InvestmentBanking 2 3 0 T2

02839160 定量推理法QuantitativeReasoning 2 3 0 T1

02801960
中国社会 (上)UnderstandingChineseSoci-
ety,1700-2000

2 3 0 T1

02801970
中国社会 (下)ContemporaryChineseSoci-
ety

2 3 0 T2

02830260 影子中央银行ShadowPBoC 2 3 0 T1orT2
Chinese-taughtCourses(listsubjecttoupdating)

02839000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ChinàsEconomic
ReformsandDevelopments

2 3 0 T1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DataAnalysisand
StatisticalSoftware

2 3 0 T1

02834730 创业管理InnovationManagement 2 3 2 T2

02838250 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CareerPlanning 2 3 0 T2

02838092
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OperationandMan-
agementofEnterprisesinChina

1 3 0 T1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AppliedEconometrics 3 3 0 T1

02838280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专题ResearchTopics
inChineseSocietyandtheChineseEconomy

2 3 0 T1

02834750 创新管理InnovationManagement 2 3 0 T1

02834860 可持续创业SustainableEntrepreneurship 2 3 3 T1

02834800
综合商业计划书竞赛BusinessPlanCompe-
tition

2 3 0 T1

02839190 创业思维TheoryofEntrepreneurship 2 3 0 T2

02839030
共演战略:从创业到企业转型Co-evolution
Strategy:FromStart-uptoTransition

2 3 0 T1

02833680
生产 作 业 管 理 Manufacturing Manage-
ment

2 3 0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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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0110
人力 资 源 管 理 HumanResourcesMan-
agement

3 3 0 T2

02838070 从案例学习管理CaseStudyManagement 3 3 0 T2

02834890
互联网与商业模式创新InternetandBus-
inessModelInnovation

3 3 0 T2

02837190 供应链管理Supplychainmanagement 2 3 0 T2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StochasticAnalysisand
itsApplications

2 3 0 T2

02834370 企业伦理EnterpriseEthics 2 3 0 T2

02834870
创业 与 创 新 实 践 PracticeofInnovation
andEntrepreneurship

3 3 25 T2

02838310
财务分析与量化投资 FinancialAnalysis
andQuantitativeFinance

2 3 0 T1

02838330 价值投资ValueInvesting 2 3 0 T1

02831270 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Analysis 3 3 0 T2

02831888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SocialistPoliticalE-
conomy

3 3 0 T2

02838480
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InformationTech-
nologyandBusinessStrategy

2 3 0 T1

02804020
管理学中的回归方法RegressionAnalysis
inManagementResearch

2 3 0 T1

00136970
高等多元统计分析AdvancedMultivariate
StatisticalInference

2 3 0 T1

02811820
产业经济学专题TopicsinIndustrialEco-
nomics

3 3 0 T2

02801890 大样本统计理论AsymptoticStatistics 3 3 0 T2

02838930
金 融 服 务 信 息 系 统 的 演 化 与 创 新

FinancialServicesInformationSystems
2 3 0 T1

02839050
统计文化和实践StatisticalCultureandPrac-
tice

3 3 0 T1

02838510 沃土计划 WotuProgram 1 2周

02839010

数据思维:从数据分析到商业价值Data
AnalyticalThinking:FromDataAnalysis
toBusinessValue

2 3 0 T2

02833160 货币金融学 MoneyandFinance 3 3 0 T2

02836020 金融计量经济学QuantitativeFinance 3 3 0 T2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FinancialMarkets
andInstitutions

3 3 0 T1

02838460 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Finance 2 3 0 T1

02833475 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 2 3 0 T2

02831570 固定收益证券FixedIncomeSecurities 2 3 0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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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831580 金融经济学FinancialEconomics 3 3 0 T2

02831610
产业分析的理论与政策IndustrialOrgan-
ization

3 3 0 T2

02834780 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PublicFinance 3 3 0 T2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AppliedEconometrics 3 3 0 T1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LaborEconomics 3 3 0 T1

02838980 营销研究方法 MarketResearchMethods 3 3 0 T2

NewCourse 定价策略PricingStrategy 2 3 0 T1

02839040
新产品开发与管理ProductDevelopment
andManagement

2 3 0 T1

02838440 市场数据分析 MarketDataAnalysis 2 3 0 T1

02838300
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MarketingCom-
munications

2 3 0 T1

02833460 品牌管理BrandManagement 2 3 0 T1

02833540 中级财务会计IntermediateAccounting 4 4 0 T2

02833600
税法与税务会计TaxationLawandTaxa-
tionAccounting

2 3 0 T1

02834510 审计学Auditing 3 3 0 T2

六、 其他

(1)本项目对于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培养方案略有不同,学生应按照各自的培养方

案修读课程。
(2)原则上北大学生须根据项目培养方案在第三、四学年修读全英文必修课程;选修

课程中应选修6学分及以上的英文授课课程。
(3)合作院校的课程可通过课程抵免或学分认定的方式予以转换。在培养方案中有匹

配课程的,可以进行课程抵免,依照培养方案中对应的北大学分计入总学分;无法在培养

方案中找到匹配课程的,可以申请学分认定,按课程学时换算为北大学分后计入总学分。
合作院校转换的课程不计入北大GPA。

(4)国际学生至少有60学分须是于第三、四学年在北京大学修读完成。在原校修读

的课程进行学分转换时,满足总学分达到120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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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SD)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

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CER),随着

更多学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拓展,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称国

发院)。
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国内外

知名学者,除林毅夫、海闻、易纲、张维迎等创始人之外,还包括周其仁、宋国青、曾

毅、闵维方、姚洋、黄益平、卢锋、刘国恩、张晓波、李玲、赵耀辉、傅军和陈春花等。
学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

的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发院已经形成了集教学、科

研和智库于一身的综合性学院,成为北大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学方面,国发院已经形成政、商、学三大教学体系。在学术教育方面,国发院的

经济学硕士和博士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生力军;经

济学双学位项目经过二十多年的锤炼,已经成为北大的一张重要名片。从2017年秋季起,
国发院招收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的本科生,培养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通晓哲学、
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综合性人才。在商学教育方面,国发院旗下的

MBA、EMBA、EDP等项目广受社会的好评。在政府行政和经济管理教育方面,国发院

承办国家重大工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具有综合理论知

识、广阔国际视野,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致力于国家发展和政策制定的高端人才。
在科研方面,如今的国发院旗下已经拥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

心等14个研究中心,原有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人力资本、能源、人口与养老、财政、
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国发院在国内外的人均学术发表处于国内领先行列,教师的学术论

文发表于 《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PoliticalEconomy)、《经济学期刊》(EconomicJournal)、《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

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杂志上,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国家

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智库建设方面,国发院秉承 “小机构、大网络”的理念,聚合北大乃至全球的研究

资源,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
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并被政

府所采纳。经过多年的耕耘,国发院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智库当中当之无愧的领军者,2015
年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国发院拥有 “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格政”和 “国家发展论

坛”三个智库品牌活动,并牵头组织 “中美经济对话”和 “中美卫生对话”,在中美民间

外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国发院师资力量雄厚,截止2020年3月,共有在职教学人员40名,其中,教授24

人、副教授7人、助教授9人。国发院的教师们一直秉持着将浓烈的报国情怀和严格的学



术训练相结合的理念,将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推动社会进步。
学院主页:https://www.nsd.pku.edu.cn
师资队伍:https://www.nsd.pku.edu.cn/szdw/qzjs/index.htm
本科项目主页:https://www.nsd.pku.edu.cn/jxxm/bks/index.htm

二、 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介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20101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Economics(NationalDevelopment) 四年 经济学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电子邮件

院长 姚 洋 62753103 yyao@nsd.pku.edu.cn
主管教学副院长 徐晋涛 62767629 xujt@pku.edu.cn
本科生教学主任 汪 浩 62758934 hwang@nsd.pku.edu.cn
本科生教务主管 刘博谦 62758978 bqliu@nsd.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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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

一、 专业简介

为满足社会对 “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1996年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为北京大学校内非经管专业本科生设立经济

学双学位和辅修项目。在学校领导和各方的关怀下,经济学双学位项目以其科学的课程体

系、一流的师资队伍、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一跃成为北京大学最大

的本科生项目。
从2017年开始,为满足本科生学习经济学的需要,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优质的师资团

队,20年双学位培养的经验和丰富的教学资源为依托,设置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

业,开始招收本科生。
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致力于贯彻国际化、跨学科、学术导向

的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经济学研究型人才。坚持以科学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师资队伍、
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夯实专业基础 ,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
专业建立科学的课程体系,专门为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小班课与实践课,此外,还打通研究

生、本科生界限,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以修读研究生课程,参与研究生课题研究。同时,
将实践与学术研究有效结合,并大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发院师资力量雄厚,截止2020年3月,共有在职教学人员40名,其中,教授24
人、副教授7人、助教授9人。

二、 培养目标

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经济学研究人才。通过专注

于国家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研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厚基础、宽口径、重实践的高素质人

才,培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学术后备人才,以及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政策研究部门、
金融机构和企业从事研究与管理工作的领军人物。

三、 培养要求

通过本科阶段扎实而严谨的学术训练,学生应当扎实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学会将中

国现实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并且运用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认识和解决问

题,具备良好的中英文沟通能力,掌握社会经济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数据开展研究工作的能

力,以及依靠跨学科视野和良好的学术基础以适应不同社会职业需要的能力。

四、 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毕业论文通过答辩,成绩

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
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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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类型:经济学学士学位

毕业总学分:130学分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1-2通识教育课:12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2-3毕业论文 (设计):3学分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7学分

3-2自主选修课:6学分

五、 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程:39~45学分

1-1公共必修课:27~33学分

说明:若英语课按要求选修少于8学分的,可选修其他类别的课程补齐培养方案总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大学英语 2~8
按大学英语教

研室要求选课

若英 语 课 按 要 求

选修少于8学分

的,可 选 修 其 他

类别 的 课 程 补 齐

培养方案总学分

思政课程 16

详见 《北 京 大 学

本科 思 想 政 治 理

论课 教 学 管 理 办

法 (2020年8月

修订)》

04831433 文科计算机基础 3 3 0 秋季

04830041 计算概率 3 3 0
04831410 计算概论 (B) 3 3 0
04830041 计算概论A 3 3 0

四选一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0
——— 体育系列课程 4 ——— 0 全年

1-2通识教育课程及学分要求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四个系列:Ⅰ.人类文明及其传统;Ⅱ.现代社会及其问题;

Ⅲ.艺术与人文;Ⅳ.数学、自然与技术。每个系列均包含通识教育核心课、通选课两部

分课程,具体课程列表详见 《北京大学本科生选课手册》。
通识教育课程修读总学分为12学分。具体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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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修读1门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任一系列),且在四个课程系列中每个系列

至少修读2学分 (通识教育核心课或通选课均可);
(2)原则上不允许以专业课替代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3)本院系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学生毕业所需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
(4)建议合理分配修读时间,每学期修读1门课程。
说明:经管学部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计入 “通识教育课”学分。

2.专业必修课程:42学分

2-1专业基础课:20学分 (若选修4学分的数学分析,专业基础课不满20学分的,
应选修其他类型课程补齐总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0130201 高等数学B (一) 5 6 0 一上

00132301 数学分析 (Ⅰ) 5 5 0 一上

00331501 数学分析 (一) 4 4 0 一上

三选一

00130211 高等数学 (B)(一)习题课 0 2 0 一上

00132311 数学分析 (Ⅰ)习题课 0 2 0 一上

00131460 线性代数 (B) 4 4 0 一上

00132321 高等代数 (Ⅰ) 5 5 0 一上

00132371 高等代数Ⅰ (实验班) 5 5 0 一上

三选一

00131470 线性代数 (B)习题 0 2 0 一上

00132331 高等代数 (Ⅰ)习题课 0 2 0 一上

00130202 高等数学B (二) 5 6 0 一下

00132302 数学分析 (Ⅱ) 5 5 0 一下

00331502 数学分析 (二) 4 4 0 一下

三选一

00130212 高等数学 (B)(二)习题课 0 2 0 一下

00132312 数学分析 (Ⅱ)习题课 0 2 0 一下

00131300 概率论 3 3 0 二上

00135460 数理统计 3 3 0 二下

2-2专业核心课:1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4 0 一上

免修要求

详见 “其
他”

06239129 经济学原理习题课 0 1 0 一上

06239084 中级宏观经济学 3 3 0 二上

06239130 中级宏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二上

06239085 中级微观经济学 3 3 0 二上

06239131 中级微观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二上

06239086 计量经济学 3 3 0 二下

06239132 计量经济学习题课 0 1 0 二下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2 2 0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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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06239087 中国经济专题小班讨论课 1 1 0 二下

06239114 经济学研究训练 3 3 0 三上

2-3毕业论文:3学分

3.选修课程:43学分

3-1专业选修课:37学分

3-1-1专业实践课: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00420 经济学田野调查 3 3 90 二下及二暑

06239083 经济学社会实践 2 2 64 二暑

06239121
数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

编程
2 2 0 三上 必选

3-1-2专业基础选修课:12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9120 经济学前沿与研究方法 2 2 0 二上

06239111 战略管理学 3 3 0 二下

06239125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3 3 0 二下

06238090 经济增长导论 3 3 0 二下

06239126
真 实 世 界 的 经 济 学 讨

论课
0 1 0 二下

06239123 政治学概论 3 3 0 三上

06239093 发展经济学 3 3 0 三上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0
02330000 哲学导论 2 2 0
02330001 哲学导论 2 2 0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0

互斥

02330162 宗教学导论 2 2 0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0
02330161 宗教学导论 2 2 0

互斥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

3-1-3其他专业选修课:1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5060 财务会计 3 3 0
02832510 财务会计 3 3 0
02839110 财务会计B 3 3 0

互斥

06236010 财务报表分析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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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38080 互联网金融与大数据 2 2 0

06239000 博弈与社会 3 3 0

06239040 宏观经济与健康 3 3 0

06239075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 2 2 0

06239077
期 权、期 货 与 衍 生 品

定价
3 3 0

06239082 中国改革专题 2 2 0

06239089 产业组织 3 3 0

06239092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 3 3 0

06239097 国际金融 3 3 0

06239098 国际贸易 3 3 0

06239100 环境经济学 3 3 0

06239101 货币银行学 3 3 0

06239102 金融计量 3 3 0

06239103 劳动经济学 3 3 0

06239104 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 3 3 0

06239106 投资学 3 3 0

06239107
网 络 营 销 与 信 息 经 济

战略
3 3 0

06239108 卫生经济学 3 3 0

06239112 中国财政前沿问题 3 3 0

06239113 中国宏观经济 3 3 0

06239115 公共财政学 3 3 0

06239116
国际发展前沿:理论与

实务
3 3 0

06239117 教育经济学 3 3 0

06239122
随机微积分及其在量化

金融的应用
3 3 0

06239124 中国经济 3 3 0
02830150 中国经济 2 2 0

互斥

06239136 经济学高级研讨班 3 3 0

06239137 博弈论 3 3 0

06239138 经济和政治哲学 3 3 0

30330031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2 2 0 二上

30330032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3 3 0 二上

30330033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4 4 0 二上

30330041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2 2 0 二上

30330042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3 3 0 二上

30330043 教师指导下的小组研究 4 4 0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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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2500185
经济学及金融学中的数

值方法
2 2 0

02530160 外国经济史 2 2 0

02532240 金融经济学导论 3 3 0

02533080 随机过程 3 3 0

02533180 政治经济学 (上) 3 3 0

02533190 政治经济学 (下) 3 3 0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02533350 外国经济思想史 3 3 0

02533490 世界经济史 2 2 0

02533570 公司金融 3 3 0

02533700 动态优化理论 3 3 0

02534270 经济地理学 2 2 0

02534500 公共经济学 3 3 0

02534520 财政学 3 3 0

02534750 公共选择理论 3 3 0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3 3 0

02535320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2 2 0

02535370 《资本论》选读 3 3 0

0253541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02831560 计量经济学应用 3 3 0

02831620 劳动经济学 3 3 0

0283165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3 3 0

02833230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 3 0

02834760 金融时间序列分析 2 2 0

02838150 应用计量经济学 3 3 0

02838160 数据分析与统计软件 2 2 0

02838320 随机分析与应用 2 2 0

02838420 金融中的数学方法 2 2 0

02839100 商业预测分析 3 3 0

06200040 契约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00301
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市

场:理论与实践
2 2 0 研究生课

06202001
现代中央银行:理论与

实践
3 3 0 研究生课

06202002
投 资 研 究:从 理 论 到

实践
2 2 0 研究生课

06205230 组织理论 3 3 0 研究生课

06206010 高级微观经济学Ⅱ 3 3 0 研究生课

06206020 高级宏观经济学II 3 3 0 研究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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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备注

06206040 高级自然资源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06055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10880 高级卫生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10 高级微观经济学I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20 高级宏观经济学Ⅰ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51 高级计量经济学1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52 高级计量经济学II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62 高级数理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72 宏观经济专题 3 3 0 研究生课

06215091 经济学研究专题Ⅰ 1 1 0 研究生课

06215161 创新创业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020 经济学思想史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460 法律经济学II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500 发展经济学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580 老年人口与经济分析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700 产业组织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790 实证策略 3 3 0 研究生课

06216800 劳动经济学I 3 3 0 研究生课

3-1-4跨学科选修课:3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00130161 拓扑学 3 3 0

00130200 数学模型 3 3 0

00130280 计算方法 (B) 3 3 0

00131420 数据结构 3 3 0

00132310 微分几何 3 3 0

00132320 复变函数 3 3 0

00132340 常微分方程 3 3 0

00132350 泛函分析 3 3 0

00132370 实变函数 3 3 0

00133110 应用回归分析 3 3 0

00135450 抽象代数 3 3 0

00136360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 5 5 0

00136750 随机过程引论 3 3 0

00137170 机器学习基础 3 3 0

00137910 随机模型与方法 3 3 0

04831200 随机过程引论 2 2 0

04831410 计算概论 (B) 3 3 0

04831420 数据结构与算法 (B) 3 3 0

04831650 计算概论 (B)上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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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自主选修课:6学分

学生可以自主选修任意课程 (培养方案规定不得重复修读的课程除外)。

六、 其他

1.推荐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要求

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生项目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跨学科视角的研究人才,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是整个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发院基于鼓励学生继续深

造,激励在校本科生勤奋学习跨学科知识、全面发展个人素质的目的,依据 《北京大学推

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制定要求:推免学生须身心健康,德、
智、体全面发展,预计能正常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证书,成绩优良;学术研究兴趣浓厚,
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优良,无任何违法

违纪受处分记录;无任何国家发展研究院认定为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不计划本科毕业后

赴境外留学;以及符合北京大学推免攻读研究生的其他要求,具体工作方案见相关文件。

2.荣誉学位要求

学生毕业时,完成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荣誉学位要求课程,学分修满并符合

各项要求的优秀毕业生,颁发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荣誉学位证书。
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并且符合其他毕业及获取学位的要求,即可获得荣誉学位

证书:
(1)成绩排名在前30%;
(2)毕业论文是优秀论文;
(3)参加本科生科研,且成绩优异;或修读三门以上研究生课程,且成绩优异。

3.其他规定

(1)学生不得修读课程名称重复的课程,否则,只有其中一门课程可以计入毕业

学分。
(2)学生不得重复修读培养方案课程列表中备注 “N选一”或 “互斥”课程组的课程,

否则,只有其中一门课程可以计入毕业学分。
(3)数学课相关要求。
学生转入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 (国家发展方向)专业后,不得自行选修课程内容与

培养方案中课程相近,难度相似或者难度低于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 [包含但不限于:高等

数学 (C),线性代数 (C)、概率统计 (B)、概率统计 (A)等],否则,自行修读的课程

将无法计入毕业学分。
(4)经济学原理程相关要求。学生如果修读以下列表中与培养方案课程互斥的课程,

则不得重复修读培养方案要求的核心课经济学原理课程。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831110 经济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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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与其互斥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6232000 经济学原理 4
02533160 经济学原理 (Ⅰ) 3

02533170 经济学原理 (Ⅱ) 3

此两门课之 和,

如 果 只 修 其 中

一 门,不 得 免

修06232000

选修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原理课程不可以免修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

原理课程。
(5)如果学生有课程需要免修,需选修其他课程补齐培养方案总学分。

七、 课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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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类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

“古典语文学”项目

一、 项目简介

古典语文学项目是北京大学人文基础跨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平台。项目最初于2009年

夏开始酝酿讨论,后于2010年6月首次招生。最初设立中国古典学 (初名 “中国古代经

典方向”)与西方古典学两个方向,2018年增设 “亚非古典学”方向。本项目在人文学

部的层面上,主要由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外国语学院、考古文博学院、艺术学院与

元培学院参加,跨院系跨学科组织师资力量,实施规范的导师制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探

索有弹性的模块化课程组合机制。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以学生的成长为根本,因材施教,着眼于培养引领未来的人,旨在为北大为国

家培养一批有志于研究古代经典与人文学科的学术骨干,会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致力

于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

三、 培养要求

本项目的课程体系、培养方案和教学管理,旨在给学生在东西方经典与古典语言领域

提供扎实的学术训练,营造 “工夫之养成,思想之锤炼”的学术环境,对他们的问题意

识、反思能力与创新精神给予个性化的指导。

四、 获得项目证书要求

学生须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完成本项目所规定的课程。所修本项目

课程学分不低于24学分。完成项目的学生授予 “古典语文学”项目证书,表现优秀的学

生授予学校颁发的荣誉学位证书。

(一)“中国古典学”方向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学术基础课与专题研讨课:8学分
1-1学术基础课:4学分

1-2专题研讨课:4学分

2典籍精读课:8学分
2-1人文经典与前沿课程:2学分

2-2原典阅读课程:6学分

3类型选修课:8学分

3-1文学艺术类

3-2历史考古类

3-3哲学宗教类

3-4古典学其他方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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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古典学”方向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学术基础课:10学分
1-1古希腊语拉丁语课程:8学分

1-2西方古典学导论或中世纪研究概论课:2学分

2西方古典文献精读课:8学分
2-1古希腊语拉丁语中高级阅读课程:4学分

2-2原典阅读课程:4学分

3类型选修课:6学分

3-1希腊罗马哲学类

3-2西方古典文学类

3-3基督教文明史类

3-4中国古典学类

(三)“亚非古典学”方向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学术基础课:10学分
1-1亚非历史与文明课程:8学分

1-2相关学科课:2学分

2古典语言课:8学分

2-1古埃及文明语言课程

2-2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语言课程

2-3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语言课程

3类型选修课:6学分
3-1分支选修课程:4学分

3-2区域相关课程与古典学其他方向课程:2学分

五、 课程设置

(一)“中国古典学”方向

1.学术基础课与专题研讨课:8学分

1-1学术基础课:4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至少选修4学分的课程。
各院系学生须选修非本系开设的课程,元培学院学生须选修非所选专业方向所属院系

开设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034841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上) 中文系 2 2 0

02034842 版本目录学基础 (下) 中文系 2 2 0

02034720 文字音韵训诂基础 (上) 中文系 2 2 0

02034730 文字音韵训诂基础 (下) 中文系 2 2 0

古文字学通论
中文系、

考古文博学院
2 2 0

古籍阅读与整理实践
中文系、历史系、

哲学系
2 2

02132320 先秦史专题 历史系 2 2 0

02333210 先秦哲学 哲学系 2 2 0

02336401 逻辑与论证 哲学系 2 2 0

02232211 考古学通论 考古文博学院 4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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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题研讨课:4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至少选修4学分的课程,其中带*的课程为必修。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7002
古典 语 文 学 专 题 研 讨:先

秦*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秦汉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02337001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魏晋

南北朝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隋唐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古典语文学专题研讨:两宋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古典 语 文 学 专 题 研 讨:元

明清

中 文 系、历 史

系、哲学系
2 2 0

注:选修 “学术基础课”和 “专题研讨课”超出规定学分的课程,其学分可计入 “类型选修课”的相应

类别。

2.典籍精读课:8学分

2-1人文经典与前沿课程:2学分

在 “人文经典与前沿”系列课程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2-2原典阅读课程:6学分

在有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论语》《孟子》
《史记》《老子》《庄子》《楚辞》《淮南子》《文选》及汉译佛典等原典的阅读课程中至少选

修6学分的课程。

3.类型选修课:8学分

在以下类别中选择3个类别的课程,其中 “中国古典学类”为必选类别,且至少在该

类别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各院系学生须选修非本系开设的课程,元培学院学生须选修非所选专业方向所属院系

开设的课程。

3-1文学艺术类

在有关中国古代及东西方文学、艺术的课程 (如 “中国古代文学史”“东方文学”“西
方文学”等)中选修课程。

3-2历史考古类

在有关中国古代史、中国考古的课程 (如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先秦史专题”“考古

发现与历史研究”“考古学方法”等)中选修课程。

3-3哲学宗教类

在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学的课程 (如 “中国哲学” “中国宗教史” “先秦哲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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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逻辑与论证”等)中选修课程。

3-4古典学其他方向课程:2学分

在古典学其他方向的 “学术基础课”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二)“西方古典学”方向

1.学术基础课:10学分

1-1古希腊语拉丁语课程:8学分

在以下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中一种,完成语言类课程:
方案一:古希腊语1学年 (《基础古希腊语1、2》)+拉丁语1学年 (《基础拉丁语

1、2》);
方案二:古希腊语2学年 (《基础古希腊语1、2》+ 《古希腊语阅读1、2》)或拉丁

语2学年 (《基础拉丁语1、2》+ 《拉丁语阅读1、2》)。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基础古希腊语1 2 4 0
基础古希腊语2 2 4 0
基础拉丁语1 2 4 0
基础拉丁语2 2 4 0

注:以上古希腊语或拉丁语课程如有2门成绩低于65分 (含),则启动自动退出机制,相关学生依原主

修专业学习。

1-2西方古典学导论或中世纪研究概论课:2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3060 古典学导论 2 2 0

02101448 中世纪研究概论 2 2 0

2.西方古典文献精读课:8学分

2-1古希腊语拉丁语中高级阅读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拉丁语阅读1 2 4 0
拉丁语阅读2 2 4 0
拉丁语阅读3 2 4 0
拉丁语阅读4 2 4 0
古希腊语阅读1 2 4 0
古希腊语阅读2 2 4 0
古希腊语阅读3 2 4 0
古希腊语阅读4 2 4 0

2-2原典阅读课程:4学分

在人文学部各院系开设的有关西方古代或中世纪典籍的阅读课程中,选修4学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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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3.类型选修课:6学分

在以下类别中选择3个类别的课程,并在相应类别内选修规定学分的课程。其中 “中
国古典学类”为必选类别。

3-1古代中世纪哲学类:2学分

在哲学系开设的以古代、中世纪哲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程 (如 “西方哲学 (上)”
“古希腊哲学原著”“中世纪哲学原著”等)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3-2西方古典文学类:2学分

在外国语学院开设的以西方古代、中世纪文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程 (如 “圣经释

读”“西方古典文学与社会”等)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3-3基督教文明史类:2学分

在历史系开设的以基督教文明史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程 (如 “基督教文明史”“西方

基督教遗产”等)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3-4中国古典学类:2学分

在中国古典学方向的 “学术基础课与专题研讨课”、“典籍精读课”中,选修2学分的

课程。

(三)“亚非古典学”方向

1.学术基础课:10学分

1-1亚非历史与文明课程:8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710 西亚历史文化通论
外国 语 学 院 西

亚系
2 2 0

02133260 古埃及文明 历史学系 2 2 0

03537706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外国 语 学 院 西

亚系
2 2 0

03537703 古代安那托利亚文明
外国 语 学 院 西

亚系
2 2 0

1-2相关学科课程:2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开课单位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334010 西亚北非神话与艺术 艺术学院 2 2 0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哲学系 3 3 0

02232211 考古学通论 考古文博学院 3 3 0

02231080 考古学导论 考古文博学院 2 2 0

02232230 地中海考古 考古文博学院 2 2 0

02234040 世界考古学 (上) 考古文博学院 2 2 0

·405·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2.古典语言课:8学分

在以下3个类别中选择1个类别,并在该类别中选修8学分的课程。

2-1古埃及文明语言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13210 古埃及象形文字 (一) 3 3 0

02113211 古埃及象形文字 (二) 3 3 0

02101672 古埃及语言文字与文化 2 2 0

02131730 世界古代史文献导读 2 2 0

2-2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语言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537705 苏美尔语语法 2 2 0

03537704 阿卡德语语法 2 2 0

03537708 苏美尔语文献阅读 2 2 0

03537707 阿卡德语文献阅读 2 2 0

2-3古代安纳托利亚文明语言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赫梯语 2 2 0
吕底亚语 2 2 0
鲁维语 2 2 0
吕细亚语 2 2 0
赫梯语文献阅读 2 2 0

3.类型选修课:6学分

3-1分支选修课程:4学分

在以下课程中选修4学分的课程。
(1)语言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古典叙利亚语 2 2 0
古希伯来语 2 2 0
古波斯语 2 2 0

(2)专题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0

02104615 古埃及艺术与建筑 2 2 0

02131400 埃及学专题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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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埃及考古 2 2 0
亚述学专题 2 2 0
亚述学前沿论著导读 2 2 0
楔文法典 2 2 0
楔文文学 2 2 0
东方古典法学思想 2 2 0
亚述浮雕专题 2 2 0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文明 2 2 0
赫梯学专题 2 2 0
赫梯历史文化 2 2 0
赫梯法典与训文 2 2 0
赫梯条约与书信 2 2 0

3-2区域相关课程与古典学其他方向课程:2学分

在以犹太历史与宗教、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历史

与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程与古典学其他方向的 “学术基础课”中选修2学分的课程。

六、 项目实施的特别规定

1.课程置换原则

项目课程与主修课程的置换:项目课程嵌入在主修专业课程结构内,并与主修专业的

选修课程 (原则上以自主选修课为主)进行学分置换。如果因院系对专业选修课的置换有

明确规定而无法置换,则需要在院系规定毕业总学分之外增加本项目的少量学分。
项目课程内部的置换:项目1类课程,属于古典语文学项目的必修课,可在列举的必

修课范围有所选择,但不能与2类、3类课程置换;2类课程,部分由项目安排教师开设,
部分是各院系已有课程;3类课程,属于项目跨院系或各方向内部强化的类型选修课程。

个性化培养方案的设置:学生的选课,应接受导师的指导;在学生进入项目后、在导

师指导下制订个性化学习规划;课程置换申请书,需由导师签字,经项目教学委员会认

定,交各方向所在的院系本科教务存档。以此方式形成嵌入式主辅修制的、针对特定学生

的个性化培养方案。特别说明:学生所在主修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不得纳入该生项目

课程。
禁止 “一课两用”原则:依据上述个性化培养方案,同一门课程,学分不能重复计

算;或归于主修专业学分,或归于项目课程学分,两者必居其一。

2.选拔与退出机制

项目选拔:需在一下由学生书面申请,经面试小组考核通过,并报学校教务部备案。
项目退出:(1)学生书面提出申请,并经导师签署意见以后由项目教学委员会裁定。

退出的最后期限是在三年级末或四年级开学两周内。(2)个别同学在项目学习不认真,成

绩达不到相关要求 (项目课程有2门课程 (含)以上达不到65分,或主修专业课程有2
门 (含)以上课程不及格),项目教学委员会劝退。

·605· 北京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2020)·文科卷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社会学系

“思想与社会”项目

一、 项目简介

为了贯彻 《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革指导意见》,配合学校本科教育改革,探索具

有个性化和国际视野的本科生培养模式,同时推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于重大问题的跨

学科研究和综合教学模式,自2017年起在北京大学本科生中设立 “思想与社会”的跨学

科本科培养项目。在每年春季学期面向人文学部、社科学部、经济学部和元培学院招生。

二、 培养目标

通过三年的学习,学生应兼具人文基础学科的学术训练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前沿视野,
具备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分析能力以及对重大问题的历史脉络与思想传承的理解,兼具理

论分析能力与对具体历史和社会状态的经验感受力。既在前期注重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
也在本科高年级根据学生兴趣和能力进行个性化指导。

三、 培养要求

1.核心课程要求

完成3门直接面向 “思想与社会”项目学生的课程,完成至少8学分的哲学专业或社

会学专业核心课程 (每系至少2门)。

2.跨学科课程要求

在教学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系、社会学系及其他院系开设的课程中,至少选修8学分课

程,其中至少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中各选修2门课程。

3.导师制

学生加入项目后,教学委员会将考虑学生的意愿,为每位学生指定一位指导教师,指

导课程选修,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同时每学期对全体学生安排集体导师,帮助学生分

阶段进行阅读、写作与讨论的学术训练。在完成基础阶段的课程学习后,根据学生的具体

要求,为每位学生设计后两年的课程计划,包含特定的文本研读课和独立研究课程。学生

如希望设计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以由教学委员会协助联系其他院系的教师组成指导小

组,进行综合指导。

4.综合论文考试

在二下学期结束前,在导师指导下,围绕一定主题确定大学期间精读的文本目录 (约
为6~8本著作)。项目鼓励学生通过独立研究、小组阅读和邀请老师开设相关课程等方式

加深对这些文本的理解。在三下学期 (或暑期)组织考察文本阅读与研究性写作的 “综合

论文考试”。学生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对相关主题的思考,通过考试论文回答考核小

组提出的问题。项目学生必须通过综合论文考试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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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在确定文本研读主题之后,从第三年起学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向教学委员会申请个

性化的培养方案,即 “思想与社会+1”的模式。学生选择一个较为具体的主题 (比如

“法国大革命”、“英国小说”或 “中国家庭”),在全校范围内选修相关课程 (包含本科科

研与项目的跨学科研讨课),从事与此有关的本科科研项目,帮助学生确立未来进一步学

习和研究的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学术训练,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四、 获得项目证书要求

学生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完成本项目所规定的课程。所修本项目课

程学分不低于22学分。完成项目的学生,授予 “思想与社会”项目证书。
具体毕业要求包括:

1核心课程:16学分

1-1项目核心课:7学分

1-2专业核心课:8学分

1-3综合论文考试:1学分

2跨学科限选课程:8学分

2-1哲学系课程:2门

2-2社会学系课程:2门

2-3其他院系课程

五、 课程设置

1.核心课程:16学分

1-1项目核心课:7学分

以下项目核心课为必修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8001 思想与社会研究方法 3 3 春季

03130903 社会研究:经典与方法 2 2 秋季

02333371 政治哲学 2 2 春季

1-2专业核心课:8学分

在以下专业核心课中选修至少8学分的课程,且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中至

少各选修2门课程。
如该课程已列入主修专业必修课的要求,则可以申请用跨学科部分的课程学分来替

代,本部分多出的学分可以用来满足跨学科课程的要求。

1-2-1哲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03 哲学导论 3 3 秋季

02330160 宗教学导论 3 3 春季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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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社会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秋季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上) 2 2 秋/春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 (下) 2 2 秋/春

1-3综合论文考试:1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综合论文考试 1 1 春/夏

2.跨学科限选课程:8学分

在以下跨学科限选课程中选修至少8学分课程,且在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中

至少各选修2门课程。
跨学科限选课程目录每年由教学委员会认定。
除课程目录所列课程外,项目指导教师开设的课程,经教学委员会认定,可以作为跨

学科限选课程。

2-1哲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3 3 秋季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3 3 春季

02330051 西方哲学 (上) 3 3 春季

02330053 西方哲学 (下) 3 3 秋季

02335220 四书精读 2 2 春季

02332180 宗教社会学 2 2 秋季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2 2 秋季

02332976 理想国 3 3 秋/春

02333373 西方政治思想 (古代) 2 2 秋季

02332214 西方政治思想 (中世纪) 2 2 春季

02332213 西方政治思想 (现代) 2 2 秋季

2-2社会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春季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春季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春季

03130700 历史社会学 2 2 春季

03130660 发展社会学 2 2 秋季

03131131 家庭社会学 4 4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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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321 中国社会史 2 2 春季

03131360 民族与社会 2 2 春季

03139130 现代西方社会思想 2 2 春季

2-3其他院系课程

2-3-1法学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930010 法理学 4 4 春季

2-3-2政府管理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270 政治学概论 4 4 秋季

03232900 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 3 3 春季

03230780 中国古典政治思想 3 3 秋季

2-3-3历史学系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4 4 秋季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4 4 春季

02132301 中国经学史 (一) 2 2 秋季

02132302 中国经学史 (二) 2 2 春季

02131310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2 2 秋季

2-3-4考古文博学院课程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4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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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多语种国际化卓越外语人才拔尖学生培养
实验班”项目

一、 项目简介

随着中国从 “区域型”国家逐步走向 “国际型”国家,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倡议实

施的大背景下,国家急需大量高水平多语外语人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响应教育部号

召,于2019年9月开设 “多语种国际化人才”拔尖学生培养实验班。
全校各非外语专业本科低年级在读学生 (主要是一年级学生,部分优秀的二年级学

生)、一外英语水平达优秀 (如一年级分级进入C或C+、或者国家六级考试600+,托福

100+,雅思7+等),专业核心课成绩优异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经项目组专家委员会面

试后择优录取并经学校审核确认。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选拔英语水平优秀、专业学习成绩优秀、学有余力的各专业拔尖学生进行第

二、第三外语的强化,同时巩固英语水平,为国家培养急需的 “一精多会”和 “一专多

能”的卓越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项目结束时,学生应具备第二外语 (即本项目开设的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日

语、德语等)语言文学的扎实基础,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现状有较全面的

了解,具有较好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能从事专业外语教学、国际文化交流和一般性科研

工作。除此之外,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跨专业、跨文化学习的能力,不仅能在外语专业领

域出类拔萃,还能凭借所受过的严格、系统而正规的理论及技能训练,成为各个领域的

专家。
除了知识、文化方面的成就,学生还应具备终生学习和进步的能力,拥有高品位的思

想与心灵,以及合乎伦理道德的处世态度,同时,还应能理解、容纳、欣赏多种文化差

异,拥有广阔的视野,成为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出色人才。

四、 获得荣誉证书要求

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并完成下列各语种学分要求即可获得 “卓越外语人才”项目的

荣誉证书。

五、 课程设置

1.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总学分:32学分,其中:(1)~ (4)为项目必修课程24学分;(5)~ (6)为项目

选修课程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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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外语核心课程:16学分

(2)英语加强课程:4学分

(3)实践1 (历史文化讲座6+学习报告2):2学分

(4)实践2 (国际组织海外交流+报告1):2学分

(5)历史文化外交课程:6学分

(6)第三外语课程:2学分

2.课程要求

(1)完成16学分第二外语系列课程的学习,达到该语种专业四级水平或对应语种国

家的官方认定水平 (如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DELE测试B1/B2水平)。
(2)完成4学分英语加强课程的学习,主要训练如批判性思维与学术英语写作、英语

演讲与辩论等能力。
(3)完成2学分校内课外实践活动,包括至少六场历史文化讲座及三篇3000字学习

报告。
(4)完成2学分校外 (海外)实践活动,主要形式为赴国内外国际组织实习或海外交

流学习,以及完成一篇5000字左右实践报告。
(5)完成与第二外语使用国家相关的6学分历史、文化、外交等领域课程的学习。
(6)完成2学分第三外语课程的学习,如西班牙语实验班同学可选修葡萄牙语、意大

利语、罗马尼亚语等拉丁语族近源语言;阿拉伯语实验班同学可选修另外一种中东语言如

土耳其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库尔德语、阿马齐格语等;俄语实验班同学可选修一种中

亚、高加索地区或中东欧语言如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乌克

兰语等;日语实验班同学可选修韩国语、蒙古语等;德语实验班同学可选修法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等。

3.项目必修课:24学分

3-1第二外语系列课:16学分

3-1-1西班牙语方向: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634070 走近西班牙语国家之语言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4080 走进西班牙语国家之历史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4091 走遍西班牙语国家之时政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4092 走出西班牙语国家之文学 6 4 外国语学院

3-1-2俄语方向: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730810 走近俄罗斯之语言 6 4 外国语学院

03730910 走进俄罗斯之文学 6 4 外国语学院

03730920 走遍俄罗斯之历史 6 4 外国语学院

新开课 走出俄罗斯之文化 6 4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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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阿拉伯语方向: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8106 走近中东之语言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8107 走进中东之文学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8108 走遍中东之历史 6 4 外国语学院

新开课 走出中东之学术 6 4 外国语学院

3-1-4日语方向: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2501 走近日本之语言 6 4 外国语学院

新开课 走进日本之文学 6 4 外国语学院

新开课 走遍日本之历史 6 4 外国语学院

新开课 走出日本之文化 6 4 外国语学院

3-1-5德语方向:1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632911 走近德语国家之语言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2912 走进德语国家之文学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2913 走遍德语国家之历史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2914 走出德语国家之文化 6 4 外国语学院

3-2英语加强课程: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835780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写作 2 2 外国语学院

03835860 英语公众演讲 2 2 外国语学院

3-3实践1:完成2学分校内课外实践活动,包括至少六场历史文化讲座及三篇3000
字学习报告。

3-4实践2:完成2学分校外 (海外)实践活动,主要形式为赴国内外国际组织实习

或海外交流学习,以及完成一篇5000字左右实践报告。

4.项目选修课:8学分

4-1史文化外交课程:6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633210 西班牙历史和文化概论 2 2 外国语学院

03633220 拉丁美洲历史文化概论 2 2 外国语学院

03730881 俄罗斯国情 (上) 2 2 外国语学院

03730882 俄罗斯国情 (下) 2 2 外国语学院

03538390 中东史 2 2 外国语学院

03538180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2 2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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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2260 中日文化交流史 2 2 外国语学院

03632110 德国文化史 2 2 外国语学院

03632210 德国历史 2 2 外国语学院

03632220 德语国家国情课 2 2 外国语学院

02430231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2110 国际安全研究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350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170 公共外交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112 国际社会中的发展研究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2230 中国与国际组织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2030 中国外交谋略研究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400 拉丁美洲政治与外交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2240 理解世界政治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551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3 3 国际关系学院

02132081 世界史通论 4 4 历史系

02133660 亚洲史 2 2 历史系

02133640 欧洲史 2 2 历史系

02133650 美洲史 2 2 历史系

02139190 非洲史 2 2 历史系

02132091 外国历史文选 (上) 3 3 历史系

02132092 外国历史文选 (下) 3 3 历史系

以上为建议课程目录,具体选修课程请与相关专业商定。

4-2第三外语课程:2学分

4-2-1西班牙语方向: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635011 公共葡萄牙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635012 公共葡萄牙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303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一)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4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二)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5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三)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6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四)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1047 公共意大利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48 公共意大利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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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俄语方向: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1053 公共格鲁吉亚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56 公共格鲁吉亚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55 公共乌兹别克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58 公共乌兹别克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49 公共阿塞拜疆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54 公共阿塞拜疆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4-2-3阿拉伯语方向: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0297 公共库尔德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298 公共库尔德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301 公共希伯来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302 公共希伯来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510 公共土耳其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520 公共土耳其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29 公共波斯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50 公共波斯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4-2-4日语方向: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0441 公共韩国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442 公共韩国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0443 公共韩国语 (三)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23 公共蒙古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24 公共蒙古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4-2-5德语方向: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530303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一)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4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二)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5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三)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0306 公共基础意大利语 (四) 6 4 外国语学院

03531047 公共意大利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531048 公共意大利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03631601 公共基础法语 (一)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1602 公共基础法语 (二)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1603 公共基础法语 (三) 6 4 外国语学院

03631604 公共基础法语 (四) 6 4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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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单位

03633611 公共西班牙语 (一) 4 3 外国语学院

03633612 公共西班牙语 (二) 4 3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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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

社会科学基础人才培养项目———严复班

一、 项目简介

根据 《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 (精编版)》、《北京大学本科教育综合改

革指导意见》,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使学生在北大获得良好的学习和成长体

验,充分发挥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改革机制和培养模式,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北京大

学社科学部在相关院系的支持下,自2018年起设立社会科学基础人才培养项目—严复班。
项目实行导师制,社科学部各院系委派的部分导师及项目班主任构成导师指导委员

会。学部内的博雅讲席、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和基础扎实、思想活跃、学术敏锐的中

青年教师均参与到教学。此外,设置专项经费鼓励学生从事科学研究,支持学生国际交流

与国内社会调查。

二、 培养目标

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基础人才培养项目—严复班旨在为培养具有良好的社科学术训

练基础、又有时代意识与创新精神的卓越人才打下基础。这些学生既要能够探索和认识各

种社会复杂现象及其规律的重要领域,又要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思想理念和实

践方案打牢学术根基。

三、 培养要求

学生在目前北大的通识教育基础上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为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

学术型人才奠定基础。

四、 获得项目证书要求

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修满本项目要求的所有课程。

五、 课程设置

项目必修课: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春季学期

03130906 社会科学方法导论 2 2 秋季学期

03131920 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导论 3 3 秋季学期

新开课 社会调查的理论与实践 2 2 春季学期或暑期

新开课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小班讨论 1 1 春季学期

新开课 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小班讨论 1 1 秋季学期

04834570 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计算实践 2 2 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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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

一、 项目简介

本项目由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牵头,法学院和社会学系联合开设。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社会学系等院系的老师,在过去十多

年的时间里参与多门跨学科的研讨课、学术会议、新生讨论班和通识教育系列课程。“政
治、法律与社会”的本科联合培养项目,希望能在已有尝试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大学类似

项目的经验,系统地推动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视角出发,建设高水平的本科生教育,创

造优良的读书氛围,培养学生系统掌握政治学、法学与社会学交叉领域的理论、方法与技

能,为他们进一步在相关跨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打下宽广的基础,为党政机关、
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培养视野开阔、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适应力强,能够引领未来的

领导型人才。
选修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学生,其原所在院系学籍不变。中国政治学研究中

心、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和社会学系共同设立项目教学委员会,教学办公室设在中国政

治学研究中心。

1.小班特色教学与导师制

本项目专门开设五门特色课程 (含特色基础课程 “新政治学”和4门特色核心课程)
和为期两周的实践课程,实行小班教学。项目组织跨学科一流导师团队。根据双向选择原

则,项目教学委员会和参加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学生,共同商定指导教师,指导

课程选修与课外自主阅读,并可以担任学生的学术与实践导师,及本科科研指导教师。在

完成基础必修课程和部分特色核心课程学习后,从三年级起,根据学生的具体要求,项目

将委托指导教师为每位学生设计后两年的课程计划和独立研究计划。

2.招生机制

本项目面向社会科学学部和元培学院选择社会科学学部相关院系专业的本科二年级学

生开放报名,不接受已选修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的学生,每年招收和培养学生不超过20名。
首届招生2017级本科生20名。2019年本项目面向2018级本科生20名。2020年4月起

招生,2020年秋季开学。

3.退出机制

在修读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期间,同学可以随时向项目教学办提出书面申请,
退出项目;已经完成的学分,将按北京大学现有本科培养方案,根据各院系具体规定,转

变为相应类型的限选课或选修课学分。如第三学年 (大学四年级)五月份未能通过结业答

辩,视为自动退出该项目。

4.结业答辩

参加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在四下学期结束前与导师协商,在政治、法

律、社会学科专业范围,特别是在交叉领域内确定结业答辩选题,通过答辩,汇报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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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本和主题的思考,回答考核小组提出的问题。

5.未来发展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鼓励和指导同学未来在相关院系攻读硕士和博士 (直博)学位。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融通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领域,培养 “懂自己、懂社会、懂中

国、懂世界”,具有开阔的政治格局、严谨的法律思维和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的未来领袖

人才。

三、 培养要求

(1)所有课程设计有利于培养共和国优秀公民的素质和引领未来的能力。
(2)系统掌握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了解政治学、

法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发展动态与理论前沿。
(3)提升综合运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4)在导师指导下初步完成研究计划,具有创新性思维和独立研究能力。
(5)完成 《北京大学 “政治、法律与社会”联合培养项目招生简章》中规定的学分要

求,完成结业答辩的要求以及其他要求。

四、 获得项目证书要求

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完成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规定的39
学分,在本科主修专业毕业时同时授予北京大学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荣誉证书。

五、 课程设置

1.项目必修课:26学分

1-1基础必修课: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3050 新政治学 3 3 0 秋季

02930010 法理学 4 4 0 春季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0 秋季

03232610 社会科学的经典与前沿 3 3 0 春季

注:“新政治学”是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的特色基础课程。

1-2项目特设核心必修课:9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2960 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0 秋季、春季

02930192 法律思维与法学方法 2 2 0 秋季

03132130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2 2 0 春季

03232830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读 2 2 0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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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特设核心课程仅面向本项目学生开放,实行小班教学。

1-3实践与调研:3学分

本项目提供资金和其他便利条件,要求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政治、法律与社会

实践与调研,并撰写报告 (6000字以上),由导师做出成绩评定。

2.项目选修课:13学分

2-1政治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0 秋季、春季

03232840 政治学研究方法 3 3 0 春季

03233120 政治心理学 3 3 0 春季

03232860 计算政治学 3 3 0 春季

03233140 近现代欧洲政治思想 3 3 0 春季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3 0 秋季、春季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0 秋季

03232460 公共组织行为学 3 3 0 秋季

03233040 政治学阶梯:体系与问题 4 4 0 秋季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3 0 春季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0 春季

03230040 比较政治学概论 3 3 0 春季

03232990 西方政治制度 3 3 0 春季

2-2法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2930152 刑法总论 4 4 0 春季

03232620 宪法与行政法学 3 3 0 春季

02930060 宪法学 3 3 0 秋季

02930040 西方法律思想史 3 3 0 秋季

02930153 刑法分论 4 4 0 秋季

02930480 国际公法 4 4 0 秋季

0293008a 民法总论 3 3 0 秋季

02930050 民事诉讼法学 4 4 0 秋季

02930920 刑事诉讼法学 4 4 0 春季

2-3社会学类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1010 社会学专题讲座 2 2 0 秋季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0 秋季

03130590 中国社会 2 2 0 秋季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说 (上) 2 2 0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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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说 (下) 2 2 0 秋季

03130210 社会心理学 4 4 0 秋季

03130560 组织社会学 2 2 0 秋季

03131740 中国社会学史 2 2 0 秋季

03130471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 2 2 0 暑期

03130120 社会统计学 4 4 0 秋季

03131520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2 2 0 春季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2 0 春季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0 春季

03130940 人类学导论 2 2 0 春季

注:政治学类、法学类、社会学类至少各选一门 (政治学类课程对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作强制要求,

法学类课程对法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作强制要求,社会学类课程对社会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不作强制要

求),其他类课程不作强制要求。上述课程若属本项目学生所在专业的必修课,学生应选列表内的其他课

程。本项目每期开设的课程,由项目教学委员会确定。该类课程原则上同相关专业学生共同选课、学习,

并遵守统一的考试要求。

3.学分替换说明:

参加 “政治、法律与社会”项目的同学所完成的课程学分,可以用来满足各院系培养

方案中的专业限选和自主选修课程的学分要求。本项目开设的 “政治、法律与社会经典阅

读”课程和 “实践与调研”课程,可替代相关院系对读书会、实践与调研方面的学分要

求。原则上不鼓励学生大幅增加总体学分数量,根据上述方案,本学部学生增加学分控制

在15学分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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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 (大钊班)

一、 项目简介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学习证书项目致力于引导本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进行整体性研究。该项目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间的内在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前提、方法论基

础、本质特征、发展历程、现实形态、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 培养目标

本项目面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感兴趣的本科生招生,计划采用导师制培养模式,
贯通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培养目标是:

(1)培养高素质专业理论人才。本专业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坚持 “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国际性”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

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人文素养高、综合创新能力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2)培养复合型领导人才。本专业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坚持以当代

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和卓越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重点,致力于培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致力于培养符

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致力于培养政治坚定、品德高尚、信仰坚定的

治国理政人才。

三、 培养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项目采用学分制,共要求24个学分。项目包含 “核心课程”和

“选修课程”两类课程 (如下列表),由本校相关研究领域教师开设,并聘请部分校外专家

任教。学生在三年级结束时 (特殊情况申请延期,经批准可以推迟到毕业前)修习 “核心

课程”至少14学分和 “限选课程”至少10学分。

四、 获得项目证书要求

申请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规定课程、取得学分的学生,可

在毕业时,凭本科毕业证书至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取项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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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课程设置

1.专业核心课:至少14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0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3 3 0 大二上

04030002 政治经济学 4 3 16 大二上

04030003 科学社会主义 2 2 0 大三下

0403000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 3 0 大三下

0403000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导读
2 2 0 大三下

040300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3 3 0 大三下

0403001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3 0 大二下

04030008
中国 近 现 代 史 重 要 问 题

研究
3 3 0 大三上

04030009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

读 (上)
4 3 16 大二下

04030011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导

读 (下)
4 4 0 大三上

注:*课程学分可置换全校公共必修政治课学分 (单向),具体操作办法见 “学分置换”。

2.专业选修课:至少10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实践总学时 选课学期

04030101 列宁经典著作导读 4 3 16 秋季学期

04030200 《资本论》导读 2 2 0 春季学期

04030300 当代资本主义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400 国外马克思主义 3 3 0 春季学期

04030500 思想政治教育学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60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

与实践
3 3 0 秋季学期

04030700 中共党史党建 2 2 0 秋季学期

04030900 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 2 2 0 秋季学期

04031000 社会发展理论 2 2 0 秋季学期

04031100
马克 思 主 义 党 的 学 说 和

党建
2 2 0 春季学期

0403121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英语 2 2 0 秋季学期

待定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动态 1 1 0 全年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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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1.学习期限

二年,特殊情况申请延期,经批准可以在三年内修完。

2.成绩管理

分以下3种情况。
(1)按时完成项目:学生在三年级结束时已修习 “核心课程”(至少14学分)和 “限

选课程”(至少10学分),申请经批准可获得马院提供的保研支持,同时在毕业时领取项

目证书。学生所修项目课程将作为公选课,其学分和成绩列入学生主修成绩库。
(2)延期完成项目:学生因故预计无法在三年级结束时修完项目课程,可申请延期。

学生需提交纸质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延期申请表》(下载地址:北大马院主页 “本科

生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 “下载专区”),于三下学期上课第一周 (办
公时间)至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办公室办理延期手续。学生申请项目延期获批准并于毕业

时完成项目要求,可凭毕业证书领取项目证书。学生所修项目课程将作为公选课,其学分

和成绩列入学生主修成绩库。
(3)终止项目:学生因故主动申请终止项目,或无故至大三学期结束未修完项目规定

课程的情况,均视为终止学习,同时项目课程作为公选课,其学分和成绩列入学生主修成

绩库。

3.学分置换

考虑到部分项目课程与全校公共必修政治课在主题和内容方面相近,项目内学生可申

请参照如下列表进行 “学分置换”,非本项目学生不予 “学分置换”。
“学分置换”采取单向认定的办法,即学生所修项目*课程的学分和成绩可置换对应

全校公共必修政治课的学分和成绩,学生所修的全校公共必修政治课的学分和成绩不可置

换为对应项目*课程的学分和成绩。同时,原置换学分的*课程不再列入项目所修,学生

须选修其他项目课程,保证项目核心课程至少14学分,选修课程至少10学分,方认定为

完成项目,在毕业时可取得项目证书。
进行 “学分置换”的学生需满足以下条件:
(1)除可置换学分的*课程,学生已修习至少8学分的其他项目课程。
(2)申请学分置换的学生需填写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学分置换申请表》(下载地址:

北大马院主页 “本科生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 “下载专区”),经马克

思主义学院本科教务认定合格并盖章后,方可至学籍所在院系的教务办公室办理。

公共本科必修思想政治课 可置换学分的*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学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3学分)

4.保研支持

马克思主义学院拟对三年级结束时完成 “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规定课程取得学分的本

科生提供保研支持。推免阶段,针对已取得推免资格且有意向攻读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学位

(或硕博连读)的学生,马院作为接收单位将按议定比例,优先考虑接收其推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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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与中国有关的课程
先修课要求供参考! 本表课程为部分文科院系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选

修课,请院系根据本院系学科特点,从下列表中选择适用于本院系专业的课程列入培养方

案,并向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公布。
请港澳台学生和留学生注意阅读本院系专业公布的培养方案。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1 02080440 古文选读 专业必修 3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2 02431093 专业汉语 (一)*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3 02431094 专业汉语 (二)*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4 02432421
专业文献选读

(一)*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中文报刊

选 读 (一)”

互斥

5 02432422
专业文献选读

(二)*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中文报刊

选 读 (二)”

互斥

6 02432423
专业文献选读

(三)*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中文报刊

选 读 (三)”

互斥

7 02432424
专业文献选读

(四)*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中文报刊

选 读 (四)”

互斥

8 02432201
中文报刊选读

(一)*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专业文献

选 读 (一)”

互斥

9 02432202
中文报刊选读

(二)*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专业文献

选 读 (二)”

互斥

10 02432203
中文报刊选读

(三)*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专业文献

选 读 (三)”

互斥

11 02432204
中文报刊选读

(四)*
专业必修

1
(周3学时)

仅 适 用 于 留

学生

与 “专业文献

选 读 (四)”

互斥



续表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12 01833920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3 01831300
中国 古 籍 资 源 与

整理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4 01831330 中国图书出版史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5 01834290 中国新闻史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6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7 02031090 《孟子》选读 专业必修 2 古代汉语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8 02030021
古代汉语

(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19 02030022
古代汉语

(下)
专业必修 4

古代汉语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0 02033830 经典讲读 专业必修 2 古代汉语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1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5 02031540 中国古代文化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与 “中国古代

文 化 基 础”

互斥

26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7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二)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8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三)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29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

(四)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0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1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02035201
中国古代文学

(上)
人文学部

平台课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2 02132030 中国现代史 专业必修 4

中国古代

史、中国

近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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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33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4 02130011
中国古代史

(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5 02130012
中国古代史

(下)
专业必修 4

中国古代

史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6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

(上)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7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

(下)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8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39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专业必修

(考 古 学

院人文学

部 内 课

程)

4 中国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0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专业必修 4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与中国考古学

6门系列课程

互斥

41 02240011
中国建筑史

(上)
专业必修 3

中国文物

建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2 02240012
中国建筑史

(下)
专业必修 3

中国文物

建筑导论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3 02232111
中国 考 古 学 (上
一)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4 02232102
中国 考 古 学 (上
二)

专业必修 2

考古学导论

中国考古

学 (上一)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5 02232105
中国 考 古 学 (下
一)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学

(中)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6 02232106
中国 考 古 学 (下
二)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

学 (下一),

中国古代

史 (下)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6
门系列课程与

考 古 学 通 论

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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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47 02232103
中国 考 古 学 (中
一)

专业必修 2

考古学导

论、中国考

古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48 02232104
中国 考 古 学 (中
二)

专业必修 2
中国考古学

(中一)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中国考古学6
门系列课程与

考 古 学 通 论

互斥

49 02231280 文物鉴赏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0 02231240 文物研究与鉴定 专业必修 2 中国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1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限选课程

中国考古

学、中国

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2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限选课程

中国考古

学、中国

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3 02330092 中国哲学 (上)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4 02330096 中国哲学 (下) 专业必修 3
中国哲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5 02330094
中国哲学

(上)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6 02330095
中国哲学

(下)
专业必修 2

中国哲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7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8 02333220 魏晋玄学 限选课程 2
中国哲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59 02333320 近现代中国哲学 专业选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0 02333231 宋明理学
中国哲学

(上)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1 02333285 儒学与中国社会 专业选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2 02332991 中国礼学史 专业选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3 02332160 道教史 专业选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4 02332024 中国伊斯兰教史 专业选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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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66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关系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7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专业必修 3

政治学原

理、中国近

现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8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69 02533340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专业必修 3

有经济学

原理基础

会更好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0 02535240 中国经济史 专业必修 3

经济学原

理、政治

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1 02534490 中国商业管理思想 专业选修 2

经济学原

理或微观

经济学、宏

观经济学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2 02535380 中国对外经济
专业必修

2-2
2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3 02534570 中国对外经贸战略
专 业 选

修,3-1
2

国际贸易

理论、中国

对外贸易

概论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4 02533640
中国保险市场专题

研究

专 业 选

修,3-1
2

保险学

原理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5 02802190 中国经济
专 业 选

修,3-1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6 02930030 中国法制史 专业必修 3
要有文言

文基础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7 02930020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专 业 选

修,3-1
3 中国古代史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78 03033490 中国图书史
专业必修

2-2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同时推荐给

留学生

79
03232960/

03230050

中国政府与政治/

当代 中 国 政 府 与

政治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0 032307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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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先修课

要求
适用范围 备注

83 03230780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专业必修 3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4 04330038
中国 艺 术 学 原 著

导读

专业必修

2-1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5 04330052
中国美术通史

(上)
专业必修

2-1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6 04330053
中国美术通史

(下)
专业必修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7 新开课 中国电影史
专业选修

3-1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8 新开课 中国电影专题
专业选修

3-1
2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89 06234900 中国经济专题 专业必修 2

经济学原

理、中级

微观经济学

(新添加的)

适用于留学生

和港澳台学生

习题课为讨论

班,面向本院

学生,外院系

学 生 不 需

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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