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学方法论》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政治学方法论

课程英文名称: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305010242

课程属性：政治学类通识必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 学时；实验学时：无）

学分：2

面向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 政治学研究所/教研室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两个政治学类专业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政治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概念体系；2、了解政治学方

法论中行为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三种研究取向；3、了解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两种政

治学研究风格，以及案例研究、实验研究等研究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系和分类，理解

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和通行标准，掌握当今学术界主要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和定

量研究为主）的基础性应用，形成完整、前沿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并初步具备独立进行“科

学”研究、撰写符合国际规范的科研论文的能力。此外，作为基础阶段的教学，本课程也旨

在提高学生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了解自身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不足，从而为有效规划自己

未来的方法论学习（高级方法论课程），更好地从事相关研究做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A. 政治科学及其特征；B. 理论、假设与命题；C. 概

念与变量。

2．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政治科学中的理论。A. 好的理论的特征；B. 如何创造理论；C. 如何检验理论。

学习目标：

1．熟悉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

2．了解科学研究的目的、组成要素和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 掌握政治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作业：选择一篇研究论文，分析指出其研究的理论检验的方法，并给予评价。

知识单元 2：政治科学的研究取向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为主义。A. 行为主义运动的兴起；B. 行为主义的核心主张；C. 对行为主义取向

的批评；D. 行为主义的遗产。

2．理性选择。A. 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B. 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主张；C. 理性选择理

论的优势；D. 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

3．制度主义。A. 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B. 新制度主义与传统制度主义；C. 制度主义

的核心主张；D.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E. 历史制度主义；F. 社会学制度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

2．掌握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及其评价。

3. 区分三大理论的研究方法并了解相关的学术争鸣。

作业：选择一种研究取向，简述其理论内容和分析路径。

知识单元 3：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量的研究方法。A. 定量研究及其特征；B. 数据的搜集与管理；C. 描述的力量；D. 表

格和推论统计；E. 多变量分析。

2．质的研究方法。A. 定性研究及其方法论基础；B.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比较；C. 观

察、访谈与文本分析；D. 定性研究的适用情形及其有点；E. 定性研究的限制及批判。

3．案例研究方法。A. 案例研究及其特征；B. 受控比较、相符性程序与过程追踪；C. 案

例研究与理论；D. 案例选择的标准。

4．实验研究方法。A. 实验研究及其特征；B. 实验研究的基本语言；C. 实验研究设计；

D. 实验研究的优势；E. 实验研究的限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定量研究及定量研究方法的基础内容。

2．了解定性研究及定性研究方法的基础内容。

3．掌握案例研究方法及其在政治科学领域里的应用。

4．掌握实验研究方法及其在政治科学领域里的应用。

作业：简述课后阅读材料中政治科学实证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研究内容对研

究方法进行比较。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政治学研究方法总论 2



2. 政治学研究方法总论 2

3. 政治科学中的理论 2

4. 政治科学中的理论 2

5. 行为主义 2

6. 行为主义 2

7. 理性选择 2

8. 理性选择 2

9. 制度主义 2

10. 制度主义 2

11. 量的研究方法 2

12. 量的研究方法 2

13. 质的研究方法 2

14. 质的研究方法 2

15. 案例研究方法 2

16. 案例研究方法 2

17. 实验研究方法 2

18. 实验研究方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英语双语）、现代调查理论与方法、数据收集与实验、

政治学案例分析、比较政治案例分析、制度理论与方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术语体系；政治学方法论中的多元研究取向；政治科

学的研究方法。

难点：完整、前沿的方法论知识体系的形成；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掌握和运用；理

解定性定量研究的论争并形成自己的批判性立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课堂讨论和演示等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论

素质和应用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按照课程进度完成课前教材、参考书内容，以及课后推荐阅读材料的阅读；组织课外读

书活动，鼓励选课学生积极参与。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读书报告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内容及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学教材及其他阅读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景跃进、张小劲、欧阳景根译：《政治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月第三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陈琪译：《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 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9 年 2月第十一版。

3. 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著；陈硕译：《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执笔：卢春龙 审稿：卢春龙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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