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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课程代码 030303101341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必修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Richard Bria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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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通过介绍海权理论、文明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外交理论等政治学理论的英文原著，来让

学生对于政治学英文著作有基本的意识，并且发展他们在理解、阅读和理解政治学英文文献的能

力。本课程需要参与式的学习，而不是单纯的听课或者阅读。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raise students of awareness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maritime and

geopolitical theories throughout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llow them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capacity in understanding, read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s that have

shaped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 English. It presupposes participatory learning, that is, you

will learn by doing, not only by passively listening to lectures or reading books alone.

2.设计思路：

本课程分为四个分主题讲座，聚焦于政治学核心议题，包括海权理论、文明理论、地缘政治理论、

外交理论。每个主题都会给定一些英文原著，同学们需要阅读英文材料，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通过这些参与式的学习，既了解英文学术著作的主要写作方式，也从中学习相关的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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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需要具备政治学领域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目标

通过阅读经典文献，向学生介绍英文世界中的政治学基本理论，包括海权理论、文明理论、地缘

政治理论、外交理论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将了解海权理论与陆权理论等学说的主要内

容与各自的问题；了解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内容，了解西方外交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对于中国的

一些基本看法。

三、学习要求

学生必须在课前认真阅读给定的英文材料，并且参与课程中的小组讨论，提交读书报告以及进行

PPT展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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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Power 8 介绍海权的相关英文文献 ...

2

Eurasia, Asia

and the

“Great Game”

8
介绍陆权论、世界岛、大博弈等

相关英文文献

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ultures and

Conflict

8 介绍文明冲突等相关英文文献



- 3 -

Theory

4
Diplomacy

and Realism
8 介绍现实主义外交的相关理论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 Alfred Thayer Mahan, 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2. Halford Mackinder, 1904 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

3. Zbigniew Brzezinski,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4. Halford Mackinder, 1904 The Geographic Pivot of History

5. Selected Critiques of Geopolitical Thought

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7. Henry Kissinger: 1994 Diplomacy, excerpts from the book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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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平时测验成绩 40

3.期末考试成绩 40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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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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