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 哲学社会学院 一级学科 (0303)社会学

培养方式 全日制 适用年级 2021,2022,2023

覆盖二级学科 (030300)社会学;

学制年限与

学分要求

学生类别 学制 最长在学年限 课程学分 必修环节 总学分

硕士生 3年 4年 27 6 33

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能够牢固掌握并熟练应用社

会学理论和方法，发现、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专业素养良好，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等从事管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社会（市场）调查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水平学术人才

和复合型应用人才。

基本要求 要求厚基础理论、重方法应用、博前沿知识，着重突出专业实践类课程，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社会学基本理论和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熟悉本专业方向经典文献，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

3.具备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基本能力；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5.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培养方向

本专业在社会学硕士点一级学科方向进行，包含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三个二级学科。

1.社会学：

理论与方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学侧重于研究社会的总体、局部及二者的关系，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进而对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理论体系、作用地位、方法手段、历史发展做出理论概括，并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新

趋势进行研究。

应用社会学：其特征是将理论社会学揭示的原理、原则、观点和方法论运用于具体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以获得对

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具体规律性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西部社会学：是从实践基础、理论架构和研究主题等方面探索西部发展相关的命题的地域社会学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学与环境科学交叉渗透的产物。

2.人口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现象、人口过程、人口问题、人口资源环境变动

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与社会发展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学科。

老年人口学：以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的结构变化为基本研究内容。重点研究：决定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因素以

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老年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老年人口的数量、构成、分布的发展变化及影响这些变化

的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

3.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主要在研究比较人类各个社会或部落的文化，借此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通则性。

医学人类学：是研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中，人们如何解释“疾患一健康”的原因，他们所信赖的治疗类型，

以及一旦生病向何处求医；也研究这些信念与实践，如何与人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变化相联系的。

培养方式

1.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相结合。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3.专业研究与跨专业研究相结合。

4.原典教学与前沿研究相结合。

学位论文

合格的学位论文应达到基本的学术规范，做到四个有：（1）有问题。即有明确的所研究的问题；（2）有文献。

即能根据文献研究确定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贡献；（3）有理论。即能够用一定的理论作为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视角；

（4）有方法。即能够选择合理可行的研究方法来达到研究目的。论文写作时间原则上不能少于两个学期，论文要求问

题明确、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写作规范、表达流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有效字数不少于三万字。

毕业与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且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

过答辩，学校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达到兰州大学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相应学位。

研究生提前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经导师和学院同意，允许提前申请学位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并颁发

毕业证书；达到兰州大学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相应学位。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 硕士生 备注



(学分要求) 期

公共必修课

硕士生≥ 8 学分

30901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36 秋 必修

309012002 形势与政策 1 18 秋 必修

3040120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春、秋

2 选 1,最小 1学分, 必修

304012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春、秋

307012001 综合英语 4 72 春、秋

5 选 1,最小 4学分, 必修

307012000 第一外国语（小语种） 秋 模块课程

学科通开课

硕士生≥ 11 学分

304132102 西方社会学理论 3 54 秋 必修

304132103 中国社会思想史 3 54 春 必修

304132104 社会学研究方法 3 54 秋 必修



304133101

论文写作指导与专业英语（社会

学）

2 36 秋 必修

学科方向课

硕士生≥ 4 学分

304142101 社会学专题研究 2 36 春 选修

304142102 人口学理论与方法 2 36 春 选修

304142103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2 36 春 选修

304142104 高级社会研究方法 2 36 春 选修

研究方向课

硕士生≥ 4 学分

304152101 社会性别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选课人数不足 4

人不开课。

304152102 社会政策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3 网络社会学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4 环境社会学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5 民族社会学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6 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7 人类学原著选读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8 组织社会学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09 就业与理论实践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10 老年社会学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11 科学社会学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12 社会学研究解析 2 36 春、秋 选修

304152113 人口统计学 3 54 春、秋 选修

304152114 发展社会学 2 36 春、秋 选修

补修课程

硕士生≥ 0 学分

304192003 社会学概论 0 72 秋 选修 跨专业学生必修



必修环节

学生类别 环节代码 环节名称 内容或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硕士生

SS182001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在 6000 字以上，包含不少于

60 个中外文文献。在社会学学科内以答

辩形式公开进行，由培养单位召集相关

学科专家对开题报告进行综合评估，就

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必须重新开题。开

题报告通过后正式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1 最晚入学第三学期期末完成。

SS182002 中期考核

从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对研究生

的学业进展、学习能力、论文进展、日

1 最迟于入学后第四学期完成。



常表现等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其后续学

业安排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

SS182003

学术研讨和学术交

流

学术研讨（seminar）：由导师或导师

指定的人员主持，每 1-2 周举办一次。

每个研究生每学期参加学术研讨的次数

不得少于 8次，其中 1次为自己的研究

报告。每次应有 1000 字以上的小结，

经导师签字后自己保存，申请答辩前交

教学办公室记载成绩。 学术交流：形

式包括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参加学

校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或研究生学术

2 每学年。



年会等。

SS182004

科研训练与劳动实

践

科研训练：要求研究生进行前沿性、探

索性科研工作，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

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研究生在同一培养

阶段应至少提交 1篇高质量的科研报

告。 劳动实践：包括教学实践、社会

实践、社会调查、科技开发和服务等，

并提交一份劳动实践报告。

2 最晚于入学后第五学期期末完成。

SS182005 预答辩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在论文预答辩前必

须征得指导老师同意。在指导老师同意

的前提下才能进行预答辩工作。预答辩

0 第六学期第一周。



未通过，毕业论文不能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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