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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一、 学院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建立的国际关系学院，是我国培养国际问

题研究与应用人才的重要基地。 

国际关系学院学科结构完整。现有四系（国际政治学系、外交学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

比较政治学系）、三所（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以及国际战

略研究中心、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等近 20

个研究机构；拥有国内国际政治学科最齐全的专业设置：本科专业有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

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暂不招生）；硕士专业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社与国际共运、中外政治制度、中共党史；博士点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

系、外交学、科社与国际共运、中外政治制度。其中国际政治、科社与国际共运自第一批起便

入选全国国际政治类重点学科并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还与本校马克思主义

学院共同建立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研究基地”。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我院在全国

各高校国际关系院系中率先设立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交叉学科。 

国际关系学院师资队伍强大。现有教师和科研人员 56人，其中教授 31 名，副教授 20名，

讲师 5名。此外，学院还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授。学院教师现承担国家科研项

目、教育部项目和国际合作或海外基金资助课题共 100多项。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联系广泛。在国际化、开放型办学思路的指导下，学院现已同美国、俄

罗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

稳定的教学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个世界知名的大学或教育机构。每年接待数十名海外学者

来院讲学、访问或进修；同时，每年也选派若干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赴海外访问、进修或学

习。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构成全面。现有各类学生千余人，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约占 40%。本

院在校外国留学生及台港澳学生数已逾 350人，为中外青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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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院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就是按照世界一流国际关系学院的标准，致力于培养有

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突出的外语能力、较为深厚的人文素养、兼具

国际视角与中国情怀、良好的独立思考习惯与批评精神、较为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高

素质专业人材；培养有儒雅之气的知识分子。为此，学院不断改革，推陈出新，尤其在课程建

设方面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现已开设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100多门，涉及国际政治、地区

政治、国别政治等不同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文化、宗教等领域，建立了系统、

完善的培养多层次学生的课程体系。此外，学院还拥有丰富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和专供学生使用

的电脑与网络教室等现代化设备。 

国际关系学院培养的学生，普遍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较高的外语水平及宽阔的国际视野

及知识面，有着良好的就业前景。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去向是：外交部、外贸部、中联部等涉外

部门，党政机关，外资企业与大型国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及大专院校等。自 1964年北大组

建国际政治系以来，已培养了 6000多名各类学生，其中不少已成为知名学者、省市党政部门

和中央各业务部门的骨干；毕业的留学生中，有些当了大使和部长级官员。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学业保障体系完善。我国政府及海内外各界已经在北大和学院设立多种

形式和层次的奖学金、助学金。我院每年共有 100多人次获得各种奖助学金，如三好学生奖学

金、博诚奖学金、光华奖、安泰奖、杨乃英奖、笹川良一奖学金、韩国奖学金、宝钢奖学金、

宝洁奖学金、怡和奖学金、三和银行奖学金、董氏东方奖学金、松下电器奖学金、摩托罗拉奖

学金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还可申请学校的专项补助、减免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等资助。 

经多年不懈努力，国际关系大楼于 2004年 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使学院的教学硬件设施有

了质的飞跃。大楼总面积 9997.23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7739.6平方米，地下面积 2257.37

平方米。楼内的院图书馆面积近 1000平方米，馆藏图书 49402余册（其中外文图书 14598册），

订阅学术期刊（现刊）近 150种（其中外文期刊 50 种）。图书馆内配备电脑 20台，并在所有

座位处装备了网络接口。为学生及教学科研人员创造了一流的教学条件。 

国际关系学院今后的任务是：更新完善学科结构与内容，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坚

持先进高效的教学方法，加强教师队伍素质的培养，创立特色鲜明学派，自立于世界学科之林，

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关系学院。 

二、 专业及专业方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30402 国际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年 法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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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03 外交学 
Diplomacy 

4 年 法学学士 

030402 国际政治经济学

方向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4 年 法学学士 

  

五、 双学位、辅修专业 

国际关系学院设有国际关系与对外事务双学位与辅修专业 

 

五、 教学行政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院长                  贾庆国        62752992 

主管教学副院长    唐士其       62755810 

 教务员         闫  岩       62756991 

五、师资力量 

领域名称：国际政治学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潘  维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中

国政治 
比较政治学 

张海滨 男 教授 博士 环境外交、国际组织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国际

组织与国际法 

梁云祥 男 教授 博士 日本政治外交、国际法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日本政

治经济与外交 

翟琨 男 教授 博士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王  联 男 教授 博士 
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国际政

治理论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国

际政治概论 

宋  伟 男 副教授 博士 国际政治 
专业汉语、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 

节大磊 男 讲师 博士 
国际安全、战略研究、两岸

关系、中美关系 
 

 

领域名称：国际关系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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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男 教授 硕士 中国国际战略、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 

连玉如 女 教授 博士 
西欧问题研究、联邦德国外交

政策 
西欧政治经济与外交 

朱  锋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人权与国际关

系、现代国际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梅  然 男 副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战略分析、英国政治经济

与外交 

王  栋 男 副教授 博士 美国研究 
社会科学方法论  全球化与当

代国际关系专题 

 

 

 

领域名称：外交学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贾庆国 男 教授 博士 
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台海两

岸关系 
外交学 

叶自成 男 教授 硕士 中国外交研究、对外开放研究  

牛  军 男 教授 博士 中国外交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张清敏 男 教授 博士 中国外交研究 外交学、对外政策分析 

沈青兰 女 副教授 硕士 
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与外交研

究、涉外事务研究 
非政府外交、中文报刊选读 

李扬帆 男 副教授 博士 
中国外交史、中国近现代外交

思想史 

中国对外关系史、西方外交思

想概论 

陈长伟 男 讲师 博士 外交学、当代中国外交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方向勤 女 副教授 硕士   

 

 

 

 

领域名称：国际政治经济学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王正毅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查道炯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非传统安全概论 

王  勇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

系、国际贸易政治学 

朱文莉 女 副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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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外交 

丁  斗 男 教授 博士 中国外交、国际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陈绍锋 男 副教授 博士 国际政治经济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 国际政治经

济学 

董昭华 女 讲师 博士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领域名称：比较政治学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张光明 男 教授 博士 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孔凡君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欧国家

政治经济与外交、中苏（中俄）

关系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世

界社会主义概论 

关贵海 男 副教授 博士 中俄关系、俄罗斯对外政策 
中国政治概论、俄罗斯政治经

济与外交、冲突学概论 

唐士其 男 教授 博士 
世界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学理

论、比较政治学 

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

（下）、英汉翻译 

潘  维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中

国政治 
比较政治学 

许振洲 男 教授 博士 比较政治、比较政治思想 
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 

印红标 男 教授 博士 
中共党史、香港澳门事务、海

外华人华侨研究 

香港澳门概论、海外华侨华人

概论 

李义虎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战略、台湾问题 台湾概论 

张植荣 男 教授 博士 
中国边疆问题、中国政治与外

交 
两岸关系与“一国两制” 

郭 洁 女 副教授 博士 东欧研究  

项佐涛 男 讲师 博士 
官僚政治研究、社会民主党、

东欧政治与外交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东欧政治

经济与外交、中苏关系及其对

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雷少华 男 讲师 博士 中国政治 中国外交 中国政治概论 

 

 

领域名称：大国关系与中国对外关系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袁  明 女 教授 硕士 
国际关系、大国关系研究、美

国研究 
国际关系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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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 男 教授 博士 美国对外战略、冷战史 
国际关系史（下）、美国与东

亚关系 

罗艳华 女 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大国

关系、东南亚研究 
国际关系史（下） 

王逸舟 男 教授 博士  
国际政治概论、新时期中国外

交概论 

范士明 男 副教授 博士 
美国外交政策的公众参与、媒

体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史（上）、中美关系

史、媒体与国际关系 

于铁军 男 副教授 博士 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 
国际关系史（上）、国际政治

思想史 

归泳涛 男 副教授 博士 日本 
比较政治学、民族国家概论、

公共外交 

 

 

领域名称：地区研究 

姓名 性别 现职称 学位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目前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 

尚会鹏 男 教授 硕士 南亚、中、日、印文化及比较  

李安山 男 教授 博士 
非洲研究、民族主义问题、华

人华侨研究 
 

李寒梅 女 教授 博士 东北亚、日本政治外交 中日关系史 

韩  华 女 副教授 博士 南亚、裁军与军备控制 
军备控制与裁军、南亚政治经

济与外交 

王锁劳 男 副教授 博士 非洲研究、埃及政治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韦  民 男 副教授 博士 东南亚研究、亚太研究 
国际关系心理学、东亚政治经

济、中文报刊选读 

吴  强 男 副教授 博士 西亚、中亚研究 中亚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钱雪梅 女 副教授 博士 
西亚研究、中东经济、发展中

国家民族主义问题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发展学 

初晓波 男 副教授 博士 东北亚（日本研究）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刘海方 女 副教授 博士 非洲研究、国际发展援助 非洲导论 

 

 

六、 教学设备与设施 

 

1．教学实验室 

    我院现有电脑室、录音录像室、北京大学图书馆国际关系学院分馆，可以为日常的教

学科研活动提供先进的教学科研设施和参考文献资料。院内其它各科室全部实现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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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资料 

 图书 期刊 报 

纸 

大参考 大参考 

剪报 

大参考

增刊 

论文 

 种 册 种 册 种 册 册 册 册 

中  文 19090 34804 150 7542 20 2578 4000 451 1825 

外  文  12571 14598 50 2989 1     

总  计 31661 49402 200 10531 21 2578 4000 451 1825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本科生专业教学计划 

一、 专业简介 

国际政治专业成立于 1964 年，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精神，在全国第

一批设立的国际政治专业之一。 

外交学专业成立于 1996 年，是我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外交学专业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成立于 2002年，并于 2003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本院必修课与选修课全部打通，以上三个专业/方向的区分将通过学生对相关课程的选择

体现出来。 

 

二、 专业培养要求、目标 

我院本科的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专业都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涉外性

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政治学及国际政治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较高的

外语水平，特别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涉外工作的专门人才。 

外交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理论基础, 宽广的专业知识，较高的外

语水平，特别是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中国外交问题的实际工作、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材。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方向旨在培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门

知识及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从事本学科教学与研究能力以及在跨国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对外

关系部门从事实际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三、授予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2014 教学计划 

 

 8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总学分：137学分 (含毕业论文6学分), 其中:  

1、必修课程：77学分（留学生共83学分） 

（包括: 全校公共必修课22学分，专业必修课49学分，院大类平台课6学分），

（留学生全校公共必修课10学分，专业必修课67学分，院大类平台课6学分） 

2、选修课：54 学分、（留学生 48 学分） 

（包括大类平台课 10 学分，本院专业选修课 21 学分，通选课 12 学分） 

3、毕业论文：6 学分 

并须同时满足下列选课要求：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22 学分（留学生共计 10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03835061 大学英语（一） 2 2 全年 

03835062 大学英语（二） 2 2 全年 

03835063 大学英语（三） 2 2 全年 

03835064 大学英语（四） 2 2 全年 

04031650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学基础 2 2 一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 3 二 

04130001 体育一* 2 1 全年 

04130002 体育二* 2 1 全年 

04130003 体育三* 2 1 全年 

04130004 体育四* 2 1 全年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一下 

04831433 文科计算机基础* 3 3 一上 

注：带*号者为留学生上，总计 10 学分；港澳台学生可以不上政治类课程，需修总计 15 学分；

所缺 7 学分用专业选修课补齐。 

2）大类平台课：16 学分，其中非本院系课程不低于 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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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类平台基础必修课程： 6 学分（即本院两门课必选，选其它课程可归入

大类平台课的选修课学分） 

开课院系 课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放学期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020 政治学原理 3 3 春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050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3 3 秋季 
法学院 0293007a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 4 秋季 
法学院 02930010 法理学 4 4 秋季 

法学院 02930180 知识产权法学 3 3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0010 社会学概论 4 4 秋季 
社会学系 03131500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4 4 春/秋季 

社会学系 03130130 社会统计与数据分析 4 4 秋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020 国际政治经济学 3 3 三春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1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3 3 二秋季 

信息管理学系 03033400 信息资源管理基础 2 2 秋季 
信息管理学系 03033560 信息素养概论 2 2 春季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3690 新闻传播导论 2 2 秋季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0300 网络传播  2 2 秋季 

B  大类平台选修课程：选 10 学分（其中非本院系课程不低于 8 学分） 

开课院系 课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放学期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秋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1651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 3 3 秋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3 3 春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 3 秋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3 3 春季 
国际关系学院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3 3 秋季 

法学院 02930200 企业法/公司法 3 3 春季 
法学院 02930300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660 政治哲学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0790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700 政党学概论 3 3 春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080 政治经济导论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300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 3 3 秋季 
政府管理学院 03231720 监察与监督 3 3 春季 

社会学系 03130050 中国社会思想史 2 2 春季 

社会学系 03130880 西方社会思想史 3 3 春季 
社会学系 03131260 数据分析技术 2 2 秋季 
信息管理系 03030010 图书馆学概论 2 2 春季 

信息管理系 03032110 信息政策与法规 2 2 秋季 
信息管理系 03033040 信息服务 2 2 春季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1740 视听语言 3 3 春季 
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0330 国际传播 2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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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 01833700 电视概论 2 2 秋季 

3）学院课程：81 学分（留学生 93 学分） 

A 学院必修课程：49 学分（留学生共计 67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430010 国际政治概论 3 3 一上 

02430150 中国政治概论 3 3 一上 

02430091 国际关系史（上） 3 3 一上 

02432030 经济学原理 3 3 一下 

02430041 政治学原理 3 3 一下 

02430092 国际关系史（下） 3 3 一下 

02430211 中国对外关系史 3 3 一下 

02430050 外交学 3 3 二上 

02430032 世界社会主义概论 3 3 二上 

02430931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 3 3 二下 

02431840 社会科学方法论 3 3 二下 

02431641 比较政治学 3 3 二下 

02430411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 3 三上 

02431683 原著译读 4 2 三下 

02432111 英语听说 2 1 一上 

02432112 英语听说 2 1 一下 

02432113 英语听说 2 1 二上 

02432114 英语听说 2 1 二下 

02430159 英语写作 2 1 四上 

02430961 中文报刊选读* 3 3 一上 

02430962 中文报刊选读* 3 3 一下 

02430963 中文报刊选读* 3 3 二上 

02430964 中文报刊选读* 3 3 二下 

02431091 专业汉语* 3 3 三上 

02431092 专业汉语* 3 3 三下 

02432120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3 3 二上 

    注：带*号者为留学生必修课，中国学生不需要上。 

B 专业选修课程： 32 学分（留学生 26 学分） 

（至少在以下课程中选够 21 学分，其余学分由任何课程代替）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0131421 高等数学 C（一） 4 4 一上 

00131422 高等数学 C（二） 4 4 一下 

02430570 台湾概论 3 3 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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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0851 海外华侨华人概论 3 3 二上 

02430220 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上 

02430280 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上 

02430231 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上 

02431240 西方外交思想概论 3 3 二上 

02430290 东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上 

02433092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3 3 二上 

02433230 非传统安全概论 3 3 二下 

02431921 西欧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下 

02433221 香港澳门概论 3 3 二下 

02430250 英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下 

02430240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下 

02431230 非政府外交 3 3 二下 

02430300 东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二下 

02431761 国际政治思想史 3 3 二下 

02433330 地区一体化研究 3 3 二下 

02433350 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3 3 三上 

02431771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3 3 三上 

02430891 国际战略分析 3 3 三上 

02431311 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三上 

02430920 中亚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三上 

02433030 国际经济学 3 3 三上 

02432040 国际关系心理学 3 3 三上 

02433050 国际贸易政治学 3 3 三上 

02433170 公共外交 3 3 三上 

02430380 世界政治中的民族问题 3 3 三下 

02431772 西方政治思想史（下） 3 3 三下 

02433240 对外政策分析 3 3 三下 

02431270 冲突学概论 3 3 三下 

02431100 中美关系史 3 3 三下 

02430331 非洲导论 3 3 三下 

02431171 东亚政治经济 3 3 三下 

02430112 国际社会中的发展研究 3 3 三下 

02433311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专题 3 3 三下 

02431070 经济外交 3 3 三下 

02430500 世界宗教与国际社会 3 3 三下 

02433180 民族国家概论 3 3 三下 

02431290 媒体与国际关系 3 3 四上 

02433321 新时期中国外交概论 3 3 四上 

02430620 两岸关系与一国两制 3 3 四上 

02430320 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 3 3 四上 

02431651 环境气候与国际关系 3 3 四上 

02432030 中国外交谋略研究 3 3 四上 

02432070 世界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 3 3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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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1600 中美经贸关系 3 3 四下 

02431781 美国与东亚关系 3 3 四下 

02430360 军备控制与裁军 3 3 四下 

02433340 经典原著选读 3 3 四下 

02430391 人权与国际政治 3 3 四下 

02431120 中日关系史 3 3 四下 

02431551 比较政治与比较文化 3 3 四下 

02432210 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3 3 四下 

02432230 中国与国际组织 3 3 三下 

02432240 理解世界政治 3 3 四下 

02432180 泛非主义：新挑战新机遇 3 3 三下 

02432190 非洲经济增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 3 三下 

4）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12 学分，其中 

A．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和 F类相加至少 4学分 

B. 社会科学类：至少 2学分 

C．哲学与心理学类：至少 2学分 

D．历史学类：至少 2学分 

E．语言、文学、艺术与美育类：至少 2学分，其中至少一门是艺术类课程 

F.社会可持续发展类：  

 

 

 

五、其他要求： 

*．选课要求：务必注意不要以任何课类差别的理由选择不同院系的相同或相近名

称的课程，否则学校有权选择性承认。 

*．保研要求：经批准的特殊情况（校际院际外出交流或其他）除外，学生必须在

三年级结束时完成届时所开设的所有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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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属于新加的课程已用红色标注）    

 

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生论文写作及答辩工作安排 

 

日 期 工作安排 备   注 

11 月初 学生自行联系导师，在与导师协商接

受的前提下，与导师确定论文题目、

商讨写作安排。 

学院会在院主页上通知学生，同

时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老师。 

第二学期开学后 导师与学生就论文的初稿进行修改讨

论。 

班级统计论文指导老师名单汇总

交教务办公室 

4 月初 导师进行毕业论文中期检查，了解学

生论文工作的进度。 

导师根据检查，填写附件 1。（学

院会抽查） 

6 月 1 日之前 完成论文的撰写工作。 论文格式见附件 2 

6 月 10 日前 完成论文复印装订。导师的评语（即

附件 3）放在最前面，需答辩的论文成

绩待答辩后再填写。 

学生可在教材中心复印装订，由

导师统一交本科教务办公室每人

一本。 

6 月前五天 各教研室安排成绩高于 90 分（不含 90

分）的学生参加论文答辩。填写论文

分组答辩报表。 

论文评定标准见附件 4 

论文分组答辩报表见附件 5 

 

6 月 8 日前 各位指导老师将学生答辩的最终成绩

填写在论文评阅页（附件 3），同时填

写完整 附件 1，并将推荐的学院优秀

毕业论文的学生名单交给本科生教务

办公室。 

 

6 月中旬前 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全部结束，公布优

秀论文评选结果。 

将在学院的公告栏和网页上公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