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代码 030302101209

课程属性 学科基础 课时/学分 64/4

课程性质 必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允春喜 课外学时

课程属性：公共基础/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课程性质：必修、选修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中英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的

基本脉络、特征及其规律，从而使学生明确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现代意义。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dministration. It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context,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so as to make students clear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thinking.

2.设计思路：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类教指委规定的最核心课程，对政治学基本理论能

够有深化作用，该课程选取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不可逾越的代表性思想家，从政治哲学、

政治理想、政治设施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每个思想家的主要观点。

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该课程需要学生先修《政治学原理》，从而掌握分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框架；

该课程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致力于使学生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两种不同的政治

文化传统；而《中国政治制度史》、《比较政治制度》则使学生能够在思想与制度的互动

中更好地把握中国政治思想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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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中国政治思想家的主要

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掌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主线，了解中国政治思想是怎样伴随着

中国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发展和变化；学会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对各种政治思想观点

进行分析和评判，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进历史知识，借鉴历

史经验教训，拓宽知识视野，丰富知识底蕴，提高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水平；传承中国

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增强历史责任感，强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我国的政治发展

和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学习要求

本课程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学科基础课程，是今后修读和理解其他相关课程的基

础，学生应初步具备高中政治相关课程的基本知识，明确政治思想家的主要思想、掌握

政治思想家的分析方法、能够分析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

学生在课前应该充分阅读相关文献，课堂上能够积极发言，课后及时进行复习，

积极参与课程过程中的分组讨论等。

四、教学进度

序号
专题

或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

内容

或课外练习等

1 绪论 8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起源、基本问题、

历史发展、意义和价值

孙晓春：《中国古代政

治哲学》

2
商周时期政

治思想萌芽
4

殷商时期政治思维的初熟、率民事

神的谱系、制礼作乐的意义、周公

天命不常思想的价值

陈亮：《古代宗教与伦

理》

3
先秦儒家政

治思想
8

孔子、孟子、荀子的政治思想，儒

家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

题，儒家人性学说的意义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

想史》

讨论：孟子与荀子的

异同

4
先秦道家政

治思想
4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术、

庄子相对主义政治思维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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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秦墨家政

治思想
2 兼爱、尚同、非攻、节用

6
先秦法家政

治思想
4

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政治

思想

讨论：德治与法治的

关系

7
汉朝政治思

想
6

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贾谊、董仲

舒的政治思想
阅读《汉书董仲舒传》

8
唐宋时期政

治思想
4 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

9 宋明理学 8

北宋五子的主要思想，朱熹政治思

想，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王阳

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讨论：宋明理学的理

论贡献何在？朱熹和

王阳明的异同。

10
明末清初的

民本思潮
6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主要思

想

张师伟：《民本的极

限》

11
鸦片战争时

期政治思想
2 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政治思想 阅读：《天朝的崩溃》

12
太平天国时

期政治思想
2 洪秀全的主要思想

阅读：《这个天国不太

平》

13
洋务运动时

期政治思想
2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李鸿章

王人博：《中国的近代

性》

14
戊戌变法时

期政治思想
2 康有为、梁启超的主要思想

刘刚、李冬君：《中国

政治思想通史》（近代

卷）

15
辛亥革命时

期政治思想
2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思想

讨论：中国政治思想

的现代价值？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2.主要参考书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中、下），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孙晓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4 -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A ：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课堂出勤及平常表现 10

2.课程论文 20

3.期末考试成绩 7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等，均属造假

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

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