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专业全程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代码、所属学科

专业名称：社会学

专业代码：０３０３０１
所属学科：法学

二、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

具备扎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基本知识，具有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具有良好政治素

质和职业道德，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乡社区以及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从事相应工作的社会学专门人才。

三、专业特色与培养要求

本专业特色是：强调社会学与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交叉融通，重视学科专业知

识与调查研究方法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收市中的实际应用。通过本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的

学习训练，学生基本达到以下培养要求：

１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备较坚实的社会学专业理论素养；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有哲学、
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知识底蕴；

２掌握社会学研究方法，具备独立策划、组织、实施各类各层次社会调查研究项目的能力；重视基
于理论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

３了解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４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强，熟练运用计算机；
５普通话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制：一般为４年。学生可在３—６年内完成学业。
学位：法学学士学位。

五、毕业要求与授予学位类型

毕业要求：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须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方能毕业。

学位授予类型：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条件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六、培养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培养标准 实现途径

１社会责任感、人
文科学素养等

１１通识教育基础
知识

能够掌握道德修养和人文科学等领域有别于专门学科的通识教育类基础

知识。

１２通识教育基础知
识和选修类课程

使学生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８１

社会学专业全程培养方案



培养标准 实现途径

２身心素质和国防
意识等

２１体育专项教育 使学生增强身体素质，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２２有关军事类的专
项教育

使学生增强国防意识，注重团队协作，强身健体。

３语言沟通、表达
能力

３１通识教育和专项
教育

通过这一类课程，提高学生的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

３２专业教育 提高学生在本专业领域的表达能力。

４宽口径、厚基础
的专业能力

４１学科基础知识 通过学科基础课的学习，培养学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知识。

４２相关专业基础
能力

在学科基础课的基础上，深化专业基础知识。

４３特色研究 使学生具备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的能力。

５分析解决问题能
力、实践能力等

５１社会问题分析 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５２社会调查和实践
能力

使学生掌握有关社会调查与实践方面的知识。

七、学分结构表

本专业开设的课程分为通识教育课程、专项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三大模块，其中专业教育模块

中含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与实验课程共三个子模块。本专业全程培养计划通识教育课程４３学
分，专项教育课程总学分为３８学分，专业教育课程学分为８８学分。各模块的学分比例如下：

课程类别 学分 比例 （１００％）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 ２８ １６６％
选修 １５ ８９％

专项教育课程

必修 ２２ １３％
选修 ６ ３６％

课外素质教育 １０ ５９％

专业教育课程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 ２５ １４８％
选修 １３ ７７％

专业课程
必修 １０ ５９％
选修 ２０ １１８％

实践与实验课程 必修 ２０ １１８％
合计 １６９ １００％

八、课外素质教育环节

课外素质教育环节总学分１０学分，包括学科竞赛、科技活动、论文作品、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技
能训练和体育活动等。具体计分方式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九、全程教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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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教学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分

学时

课

堂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先修条件
适用专业

（方向）

开课

学院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修 Ｂ２４０００２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上）
二 ３ ４８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０００３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下）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０００１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二 ３ ４８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０００４０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一 ２ ３２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０００５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一 ２ ３２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９００１０ 形势与政策 （１） 一 ０５ １６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９００２０ 形势与政策 （２） 二 ０５ １６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９００３０ 形势与政策 （３） 三 ０５ １６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２４９００４０ 形势与政策 （４） 四 ０５ １６ 无 ２０１
必修 Ｂ１２０００８０ 大学语文 一 ３ ４８ 无 ２０９
必修 Ｂ０９００４８０ 高等数学 （文） 一 ３ ４８ 无 ２１３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２５０ 逻辑学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０２００１４０ 经济学通论 二 ２ ３２ 无 ２０３
必修 Ｂ０６００２７０ 管理学通论 二 ２ ３２ 无 ２１０

必修课合计 ２８ ４８０
选修 通识教育选修类课程 １５ ２４０

通识教育环节合计 ４３ ７２０

专

项

教

育

课

程

必修 Ｂ１１０００２３ 大学英语 （１） 一 ３ ４８ 无 ２０８

必修 Ｂ１１０００３０ 大学英语 （２） 二 ４ ６４ 大学英语

（１） ２０８

必修 Ｂ１１０００４３ 大学英语 （３） 三 ３ ４８ 大学英语

（２） ２０８

必修 Ｂ０９００６５０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一 ２ １６ １６ １６ 无 ２１４

必修 Ｂ０９０１０００ 数据库及其应用 二 ２ １６ １６ １６ 计算机

应用基础
２１４

必修 Ｂ２０９００１０ 军训 一 ２ ３２ 无 １０７
必修 Ｂ２０９００２０ 军事理论 一 ２ ３２ 无 １０７
必修 Ｂ１５０００１０ 公共体育 （１） 一 １ ３２ 无 ２２４
必修 Ｂ１５０００２０ 公共体育 （２） 二 １ ３２ 无 ２２４
必修 Ｂ１５０００３０ 公共体育 （１） 一 １ ３２ 无 ２２４
必修 Ｂ１５０００４０ 公共体育 （２） 二 １ ３２ 无 ２２４

必修课合计 ２２ ３８４ ３２ ３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７９２ 社会研究方法 一 ２ ３２ ２０２

选修
专项教育选修类课程

（其中科学研究方法和创业基础必须二选一）
七 ４ ６４

专项选修合计 ６ ９６
课外教育学分 １０ １６０

专项教育环节合计 ３８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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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教学计划表 （续）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分

学时

课

堂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先修条件
适用专业

（方向）

开课

学院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

科

基

础

课

必修 Ｂ０４００１１３ 法理学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６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７７０ 社会学导论 （１） 一 ４ ６４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７８０ 社会学导论 （２） 二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８３０ 中国社会思想史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８２０ 西方社会思想史 二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１２００ 社会统计学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１３１０ 社会学原著选读 （１）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１３２０ 社会学原著选读 （２） 四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课合计 ２５ ４００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２５０ 中国社会学专题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３７０ 国外社会学引论 六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０００３６２ 公共政策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１２
选修 Ｂ１４８００３０ 中西文化比较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３４０ 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 三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７３０ 社会心理学概论 三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８１０ 社会工作概论 四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选修课合计 １３ ２０８
学科基础课合计 ３８ ６０８

专

业

课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８６２ 人口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１１８０ 发展社会学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８８２ 经济社会学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９１０ 农村社会学 六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９８０ 民俗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课合计 １０ １６０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８７２ 环境社会学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２８０ 组织社会学 六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９７０ 家庭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２２０ 性别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９４０ 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９５０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五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０４００１２０ 法律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６
选修 Ｂ１０００１４０ 城市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１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０８２ 政治社会学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１３６０ 企业社会学 七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 Ｂ１４００９６０ 风险社会专题 六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选修课合计 ２０ ３２０

专业课合计 ３０ ４８０
实践

与实

验课

程

必修 Ｂ１８９００１０ 学年论文 六 ２ 无

必修 Ｂ１８９００３０ 毕业论文 八 ４ 无

必修 Ｂ１８９００５０ 专业实习 六 ４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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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

分

学时

课

堂

学

时

课

外

学

时

实

验

学

时

先修条件
适用专业

（方向）

开课

学院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实践

与

实验

课程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２４０ 论辩逻辑 三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６５２ 社会调查方法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０２
必修 Ｂ０９０１９９０ 数据分析与社会统计软件应用 四 ２ ３２ 无 ２１３
必修 Ｂ１４００３６０ 涉外礼仪 六 ３ ４８ 无 ２０２

实践环节合计 ２０ ３２０
专业教育环节合计 ８８ １２４８

注：各类选修课程合计为学生应修读最低学分要求。

十、本专业培养方案由熊波、陈薇起草撰写，由谭明方修订，由哲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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