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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E_E6_B0_91_E6_c75_583915.htm 一、专业简介 2003年

，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我校于民族学一级学科范围内

自主设置了民族社会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相应获得了

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2004年起开始正式招生。民族

社会学是一门主要使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民

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培养跨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性

人才的学科。这门专业现设有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民

族与社会、民族与宗教、民族与生态等方向，注重对各民族

和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 二、培养目标 政治目标：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热爱祖国，关心集体，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团结合作精神和坚持真理的科学品质，积极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具备严谨的

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术作风，熟悉并掌握民族社会学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专业学习要求：研究生通过3年的学

习，应当掌握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在至少

一个专业领域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除课堂教学外，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学术讲座、学术报告会、研讨会，

关注学术发展动态。要求具备较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

实地调查能力、独立科研能力、自学能力，完成各门功课学

习，达到规定课程学分，按时完成导师和导师组布置的作业

和其他任务。在学位论文写作之前，首先应通过开题报告会

审查，然后应广泛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以保证



学位论文的质量。要求外语成绩达标，能够使用外语翻译本

专业资料。 就业目标：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是既掌握较全面

的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良好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因此本专业的毕

业生就业领域广阔，就业面相对较宽，就业前景较好。本专

业的毕业生除可从事民族社会学、社会学及其它相关专业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外，还可到各级政府的统战、宗教、民委、

计委、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及相关的政策研

究机构，公安、劳动改造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工会、共青

团等群众团体，社区组织和各种基金会，文化宣传单位、各

类媒体和各类企业等单位工作。 三、授予学位：法学硕士 四

、研究方向 1.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2. 民族与社会 3.民族与

生态 4. 民族与宗教 五、学制与学分 标准学制为三年。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应至少修满36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

于25学分（公共必修课7学分、学位核心课程不少于18学分）

、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实践调查1学分。 六、培养方式 多

数课程将采用研讨班形式进行教学，由主讲教授主持，学生

在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参与课堂教学过程。学生应认真阅读导

师组和导师指定的书目，按时完成读书报告、资料翻译、学

术评论、学年论文等作业。在此基础上，应努力扩大阅读范

围，建构良好的专业基础。学位论文要求有实地调查资料的

支持。学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在研究实践中

提高从事专业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七、论文撰写 攻读硕士学

位期间，应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作者单位，在国内外期刊上至

少公开发表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一般

为3-5万字。 八、课程设置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543

第1学期 第一外国语 1444第1、2学期 学位核心课程 社会学理

论 543第1或2学期 社会学研究方法 543第1学期 民族学理论与

方法 543第2学期 民族社会学通论 543第2学期 民族社会学名著

选读 543第3学期 民族关系研究 543第3学期 选修课 公共选修

课 第二外国语 722 各专业开设专业选修课门数不限。 学生在

导师指导下自由选修，获取规定的学分。 （本专业学生还可

选修本表中没有 列入的其它相关课程。） 外语口语与听力

722 外语阅读与写作 722 专业选修课 民族学通论 362（同民族

学专业） 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与实践 362第4学期 生态民族学 36

2 第4学期 社会学通论 362（同社会学专业） 高级社会统计学

362（同社会学专业） 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36 2 （同社会学

专业） 社会保障研究 36 2 （同社会学专业） 社会政策研究 36

2 （同社会学专业） 社会问题研究 36 2 （同社会学专业） 发

展社会学研究 36 2 （同社会学专业） 经济社会学研究 36 2 （

同社会学专业） 语言社会学研究 36 2 第3学期 宗教社会学研

究 36 2 第3学期 教育社会学研究 362（同社会学专业） 组织社

会学研究 362（同社会学专业） 家庭社会学研究 362（同社会

学专业） 城市社会学研究 362（同社会学专业） 环境社会学

研究 362（同社会学专业） 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362（同社会

学专业） 人类学通论 362（同人类学专业） 当代人类学理论

362（同人类学专业） 362 其它必修环节 开题报告 第4学期 实

践调查 1 补修课程 西方社会学史 跨学科、同等学力考取者须

修读至少2门以上本专业本科阶段核心课程，只计成绩，不计

学分。 中国社会学史 九、必读书目序号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出版日期 01《社会学》（第十版） 戴维波普诺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999年 02《社会学》 安东尼吉登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03《现代社会学理论》（英文原版） 乔治瑞泽尔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4《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杨善华 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99年 05《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 谢立中 江西人民

出版社 1998年 06《社会学思考》 艾德加莫兰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07《社会理论的基础》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1999年 08《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刘少杰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2年 09《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袁方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7年 10《社会学研究方法》 风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1《社会研究方法》（第8版） 艾尔巴比 华夏出版社

2000年 12《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李沛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1年 13《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郭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9年 14《现代社区概论》 黎熙元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5《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丁元竹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6《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三联书店 1985年 17《江村经济》 

费孝通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年 1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年 19《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E.迪尔凯姆 商务印书馆 1995年 20《社会学研究》 赫伯特斯宾

塞 华夏出版社 2001年 21《社会学与人类学》 马塞尔毛斯 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 22《社会人类学方法》 拉德克利夫-布

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年 23《人类学通论》 庄孔韶 山西教

育出版社 2002年 24《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黄淑娉、龚

佩华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 25《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宋

蜀华、白振声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6《民族社会学社

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马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7《西方

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马戎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 28《民



族与国家》 宁骚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29《中国民族社区发

展研究》 马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0《边区开发论著》 

潘乃谷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