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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注重硕士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具体要求是： 

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

展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具有集体主义观念；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

谨，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

文资料；了解本学科学术前沿的现状及其发展态势；具有科学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

生毕业以后能够从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外事机构、宣传出版等部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可

担任其它国际事务咨询和实际工作。 

二、学习年限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在规定基本年限内，未达培养要求的，可以申

请延长学习年限，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延长期满仍未完成学业者，按退学处理。延长学习

年限的学生须按学年交纳延长期学费。 

三、研究方向 

1、国际关系史 

本方向旨在研究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来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相互

关系的发展历史。重点探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崛起的历史、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构建

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2、世界近现代史 

本方向主要考察自 15、16 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

联系，勾勒整个世界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和人类历史走向全球化的进程。重点研究



亚非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 

3、世界古代史 

本方向旨在研究 1500 年前的世界历史，以亚欧大陆为中心，以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交往、

碰撞、冲突为线索，综合考察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和趋向。重点研究该时期的宗教与文化，

揭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 

四、课程设置 

1、课程设置（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2、补修课程 

跨专业入学和以同等学力入学者补修本科生核心课程：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

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任选 2 门。 

五、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一）专业实践 

参加学院所设实践基地项目或参与导师课题项目以及其它形式的专业实践，学生每人每月获1

个学分。学生参与导师主持课题项目的，导师应认真指导和督促学生开展实质性的调查、研究和

开发等工作，并给予客观评价。实践结束后，学生应填写《山西大学研究生专业实践备案表（导

师项目用表）》。专业实践达到规定要求给予2学分。 

（二）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包括举办个人学术报告、文献报告，参加学术报告会、学术前沿讲座，以及各种专

题讨论班、暑期学校等。学生在学期间应参加10次以上（其中2次为跨二级学科）的学术活动，其

中,校外学术活动至少1次。每次活动须写出不少于500字的小结，并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

录”，经导师签字后自己留存，申请答辩前交学院研究生秘书记载成绩。学术活动达到规定要求

的记2学分。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开题 



硕士生在撰写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本课题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攻方向及预期目标，确定技术路线，认真做好选题工作。 

选题的具体要求是：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在充分掌握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的基

础上确定论文选题；列出选题的主要纲目；有一定的创新性；设计方案完备、周详；明确论文写

作不同阶段的任务和措施；明确选题预期的成果和水平。 

确定研究课题和作开题报告，须经导师审核同意，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应包括

上述对论文选题的各项要求，经学科组集体论证后方可开题。 

（二）预答辩 

预答辩是对硕士生学位论文提交正式审核之前，在第五学期末由本学科组织预答辩，其主要

目的是对该学位论文是否已经达到本学科对硕士学位论文的水平要求进行自我诊断，尤其是对该

学位论文的论据的真伪、可靠性等进行甄别和把关。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学科带头人组织，学

科组成员和本学科专家参加，也可根据需要邀请校内外其他专家参加。 

（三）论文评阅 

培养单位提出熟悉硕士生学位论文学术内容的专家名单，从中确定2人评阅论文。评阅人中

至少有一位是山西大学及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同行专家。学校随机抽取部分论文外审盲评，详

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评阅人应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包括：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方法的

可行性；掌握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研究方法和技能水平情况；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创新之

处；文献调研情况；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不足之处及质询的问题；论文是否达到硕士研究生水

平，是否同意答辩，是否同意授予硕士学位。 

论文评阅实行一票否决制。 

（四）论文答辩 

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末进行，详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规定》。 

成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建议授

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报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批，方可通过。对未通过的论文，各级评审委员会就是否同意在半年或一年内加以修改，并

重新答辩一次，应作出明确的决议。 

七、必读书目和主要学术期刊 

（一）必读书目 

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1－4 卷），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帕尔默、科尔顿等著，何兆武等译：《现代世界史》（上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年版； 

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1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沃尔特·拉菲伯尔著，牛可等译：《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版； 

彭树智：《中东史》，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 

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二）主要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现代国际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西亚非洲》，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当代亚太》，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 

《日本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南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南亚学会；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 

《欧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世界民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三）电子资源 

万维网虚拟图书馆，http://vlib.iue.it/history/index.html； 

最佳历史网，http://www.besthistorysites.net； 

世界史档案网，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 

国际性世界历史工程网，http://history-world.org/； 

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pa/ho/frus；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网站，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FRUS/； 

威尔逊中心，http://www.wilsoncenter.org/； 

日本外交文件网，http://gaikokiroku.mofa.go.jp； 

互联网档案网，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 

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网，http://www.worldhistory.cass.cn； 

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http://ipub.zlzx.org。 



（四）考核办法 

通过课程论文、读书报告会、开题报告会等方式考察学生对必读书目和相关文献的掌握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