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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政治过程模拟

Simulation of Political Process 课程代码 030304101273

课程属性 工作技能 课时/学分 48/2

课程性质 必修 实践学时 32

责任教师 王宇环、李辉 课外学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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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过程模拟”属于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工作技能必修课程，课程主要设立模拟

北极理事会与北极治理、模拟政协提案、模拟听证会、模拟投票四大板块，帮助学生

了解国际及国内政治过程的实际运行情况，提高学生运用政治思维进行实际操作的能

力，并培养公民的参与热情、参与能力和技巧等。

This course mainly sets up four sections: simulating Arctic Council and Arctic

governance, simulating CPPCC proposal, simulating hearing, and simulating voting.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processes,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political thinking for practical operations

and cultivate citizen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ability and skills.

2.设计思路：

本课程引导二年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通过了解政治过程的实际运行情况，

不但加深对专业理论和学科特色的认同感，而且使学生实际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既作

为组织者，又作为参与者，切实了解不同政治过程的特点、程序、价值等，培养学生

的组织能力和参与能力，让理论真正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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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为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工作技能课程，学生应初步具备政治学的一些学科基

础知识，需掌握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两门课程的相关知识。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收益：

1.加深对学科价值的认同，将第一学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在模拟中进一步的理解和

深化。

2.了解国际及国内主要政治过程的实际运行情况，包括这些政治过程的价值、程

序等，客观的看到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培养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在实际

政治过程中的运用能力，把握政治运行过程的基本逻辑，锻炼并提高政治智慧。

3.培养公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能力。让学生认识到自身公民身份所应该承担的责

任，即使今后不从事公职，也应该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为公共政策的制

定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做出贡献。

三、学习要求

为完成课程学习任务并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学生须在课前大量搜集每一个模块的

相关资料，了解政治运行过程的一些基本常识，对比同一类政治运行过程，了解其差

异性，为实际模拟做必要的准备；课上须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并参与课堂讨论和过程

模拟，完成随堂思考题；课后须小组合作对每一个模块的政治过程进行总结，并自行

设计某一个主题的政治过程，为课堂模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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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北极理事

会与北极治理
4

介绍北极理事会的运行程序和

北极治理的内容，模拟北极理事

会的会议过程

按模块分配小组

进行政治过程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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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拟政协提案 4

介绍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概况，

提案的规则、程序，模拟政协提

案

3 模拟听证会 4

介绍听证制度的基本概况，听证

会的种类、议事规则、程序，模

拟听证过程

4 模拟投票 4
介绍投票机制的发展历程，种

类，规则和程序，模拟投票过程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陈光等：《造就未来领袖：模拟联合国外交策略与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指导手册》（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5

3.杨凤春：《中国政府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王文娟、宁小花《听证制度与听证会》，中国人事出版社，2011

5.[美]亨利·罗伯特：《罗伯特议事规则》（第 11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5

六、成绩评定

采用 5级制评分，成绩主要根据课堂出席率、过程模拟发言次数、发言质量 3项

指标给出。

（一）考核方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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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下作业、课堂讨论及平常表现 100

2.平时测验成绩

3.期末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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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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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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