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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民族学院

社会学专业

一、专业简介

专业名称：社会学

英文名称：Sociology

专业代码：030301

学科门类：法学

社会学专业是致力于阐释人类行为与文明进程，社会结构与社会

过程，人口、经济、社会的变迁及规律的科学，是社会治理、社会建

设、社会服务等研究和实务领域的理论核心和知识基础。本专业注重

实证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相结合、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倡导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注重培育和践行公平正义理念与社会责任

感。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在推动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进

步、增进人类福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学科始于1980年，其主体社会学研究

所于1980年成立，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成立的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所。

目前学科领域涵盖了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大部分分支学科，研究方向覆

盖近20个领域。

我校社会学专业科教实力雄厚、分支学科齐全、实践基地广泛、

智库成就突出。充分发挥“科教融合”办学优势，以学生为中心，立

德树人，创新本科生导师制、科研实践育人、田野课堂实践育人、本

研连通培养、深度国际化等培养模式，围绕基础扎实、重点突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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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广阔、紧跟前沿四个维度，培养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进步的新

时代社会学青年人才。

二、培养目标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了解、拥

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社会责任和创新

创业意识，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身心健康，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掌握社会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具备国际视

野和国情意识，具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具备跨文化沟通和自我调适的能力，具备服务社会和管理社会的能力，

具有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能够在党政机关，教育、

科研、文化、民族、宗教、新闻传播等领域，以及能够在社会组织、

福利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运用社会学知识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性人才。

三、毕业要求

1.知识要求：掌握社会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及学科发展，

了解分支学科与主要研究领域的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学、政治

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学科知识；具备一定的高等数

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熟悉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环境、民族、宗教等方面国情，了解世界人口、民族、文化、

国家和社会状况等。

2.能力要求：在通用能力方面，应具备良好的中外文沟通表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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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能力，较好的信息素养和文献检索能力，良好的创造性分析和批

判性思维的能力；良好的沟通交流、组织协调、团队合作、创新创业

能力。专业能力方面，能够运用社会学专业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开展学术研究

和政策分析研究的能力；具备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市场研究与咨询、

社会咨询与规划、政策研究与评估、行政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社会

管理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业能力。

3.素质要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忠于职守，乐于奉献；具有团队合作意识，遵

守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科学

素养，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了解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身体健康，

达到国家体质测试标准；心理健康，乐观向上，具备良好的自我调适

能力；关心社会、认识社会和服务社会；具有从综合性、整体性视角

分析社会现象的知识和能力；具有对多元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沟通的

知识与能力；开展社会服务，具有促进社会政策完善与社会进步的价

值取向、专业知识和能力。

四、学制学位

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实行弹性修业年限制度，一般修业年限

不少于 3 年，不多于 6 年。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达到学

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

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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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

总学分：143 学分。具体分配如下：

（一）理论教学学分：121 学分，学生课内外学习投入不低于 5005

学时。其中，通识基础课 30 学分，通识教育课不少于 18学分，专业

基础课 19学分，专业核心课 32学分，专业拓展课不少于 22学分。

（二）实践教学学分：22学分，包括毕业论文 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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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一）通识基础课 30 学分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周

学

时

学

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

1081030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48 3 3 必修 一

10810200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2 2 2 必修 二

1081030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8 3 3 必修 三

1081030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48 3 3 必修 四

1081020005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2 2 2 必修 五

1081020006 形势与政策 64 -- 2 必修 一—六

大学

英语

课

1101020001 大学英语 32 2 2 必修 一

1101020002 学术英语读写 32 2 2 必修 二

1101020003 学术英语听说 32 2 2 必修 二

1101020004 大学英语拓展课程 32 2 2 必修 三

体育

课

2011010001 体育系列课程（一） 32 2 0.5 必修 一

2011010002 体育系列课程（二） 32 2 0.5 必修 二

2011010003 体育系列课程（三） 32 2 0.5 必修 三

2011010004 体育系列课程（四） 32 2 0.5 必修 四

其他

基础

课

2031020001 军事理论 32 2 2 必修 一

2021030001 大学计算机 80 3+2 3 必修 二

https://ut-ucass-edu-cn.vpn.ucass.edu.cn/Teacher/Course/LUCourseView.aspx?Id=4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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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识教育课 ≥18 学分

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名称
学分

要求

课程

性质
开课学期

通识
核心课

学术训练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

限选

一

学术写作与沟通 2 二—三

批判性思维 2 二—五

大学生发展 大学生发展与心理成长 2 一

类别 课程模块
学分

要求

课程

性质
开课学期

通识

选修课

跨学科类* ≥2 选修 一—八

美育教育类 ≥2 选修 一—八

人文科学类 ≥2 选修 一—八

自然科学类 ≥2 选修 一—八

社会科学类
≥2 选修

一—八

体育教育类 一—八

说明：*跨学科类涵盖学校现有各学院第一学年主要专业必修课（详见附录 1），由学生

自主修读本专业以外的跨学科类课程；通识选修课课程清单见附录 2。通识教育课各类课程

模块的学分不能互相替换；专业课学分与通识教育课学分不能互相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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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基础课 19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3040002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概论 64 4 4 必修 一

1073030001 社会学理论（上） 48 3 3 必修 二

107302009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2 2 2 必修 二

1073030002 社会研究方法 48 3 3 必修 二

1073030003 社会学理论（下） 48 3 3 必修 三

1073040003 社会统计学 64 4 4 必修 三

（四）专业核心课 32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3010003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

论述学习
16 2 1 必修 二

1073030004 中国社会思想史 48 3 3 必修 三

1073030005 中国社会学史 48 3 3 必修 四

1073030006 社会心理学 48 3 3 必修 四

1073020099 教育社会学 32 2 2 必修 四

1073040004 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 64 4 4 必修 五

1073030007 城市社会学 48 3 3 必修 五

1073030008 社会工作概论 48 3 3 必修 五

1073030009 农村社会学 48 3 3 必修 五

1073020100 社会政策导论 32 2 2 必修 五

1073030010
发展社会学与

中国式现代化
48 3 3 必修 六

1073020101 专业论文写作 32 2 2 必修 七



社会与民族学院·社会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2024 级）

- 8 -

（五）专业拓展课 ≥22 学分

1.概论与专题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03 当代社会学研究前沿 32 2 2 选修 一

1074020004
文化（社会）人类学概

论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05 社区概论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06 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32 2 2 选修 六

2.学科史与理论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07 西方社会思想史 32 2 2 选修 二

1074020008 社会史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09 后现代社会理论 32 2 2 选修 四

1074020010 社会分层理论 32 2 2 选修 五

1074020011 社会学原著选读 32 2 2 选修 五

3.量化方法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12 高等数学 32 2 2 选修 一

1074020013 社会统计软件应用 32 2 2 选修 四

1074020014
文本挖掘与社会科学

研究
32 2 2 选修 五

1074020015 高级统计学 32 2 2 选修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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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群与心理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

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16 人口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二

1074020017 普通心理学 32 2 2 选修 二

1074020018 青年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19 性别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20 家庭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三

1074020021 发展心理学 32 2 2 选修 四

5.环境与政治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

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22 环境社会学 32 2 2 选修 四

1074020023 政治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五

1074020024 宗教社会学 32 2 2 选修 五

6.经济与组织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周学时
学

分

课程

性质

开课

学期

1074020025 消费社会学 32 2 2 选修 六

1074020026 经济社会学 32 2 2 选修 六

1074020027 组织社会学 32 2 2 选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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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践教学

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总计 22 学分。

1.军事训练，2学分，由人民武装部组织开展。一般在第一学年

完成。学生通过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学习，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磨砺艰苦奋斗意志。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2学分，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开展。

一般在第一学年暑期完成，需提交调研报告和支撑材料。学生通过实

践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4学分，由学生发展教研中心和社会与

民族学院共同负责，以组织实地调研的田野课堂形式开展。社会实践

不少于 4 周，在第一至第三学年完成。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

提高人文关怀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并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

方式提升调研能力和学术素养。

4.科研实践，3学分，由社会与民族学院负责，以科研项目、科

研成果、学科竞赛及其他学术活动形式开展。在第一至第三学年完成。

学生通过科研实践提高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提升学术研究能力。

5.劳动教育，1学分，由学生发展教研中心组织开展，包括劳动

认知教育和劳动实践教育两个模块。在第二至第四学年完成。通过劳

动教育提高学生的劳动素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态度。

6.专业实习，4学分，由社会与民族学院负责开展，赴企事业单

位或社会组织进行专业相关就业实习。实习时间原则上累计不少于 2

个月，一般在第三、第四学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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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毕业论文，6学分，由社会与民族学院负责开展。本科生用于

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应不少于 1学年，答辩时间为第八学期。毕业论

文正文不少于 8000 字。毕业论文完成并答辩通过后可获得 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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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建议

说明：对量化研究方向感兴趣的同学，建议一、二年级修读本院开设的“高等数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经济管理类专业开设的“线性代数”，大四

再修读“高级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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