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学科（学科代码: 0303） 

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要求及考核细则 
 

一、论文开题报告（2 学分） 

1.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必须与本人研究方向保持高度一致。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

导下，查阅文献资料，掌握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沿动态，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开题

报告。 

博士生开题应于第 4 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生（硕博连读分流为博士的研究

生）应于硕士入学后第 6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士生（含硕博连读分流为硕士的研究生）

应于第 3学期结束前完成。 

2.开题报告格式必须符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的暂行规

定》。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均由学院统一安排，由学科点具体组织，一

般在每年 6月和 12月前后分两次进行。 

（1）研究生开题论证小组一般由 5 或 7人组成，包括主席 1人、委员 4 或 6人、

秘书 1 人。其中，博士生开题论证小组成员应为博士生导师或正高级职称人员，成员

中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为本学科的校外同行专家，组长必须由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博士生

导师担任；硕士生开题论证小组的成员应为研究生导师或高级职称人员，成员中至少

有 1 名校外同行专家或校内另一相近一级学科的研究生导师，组长必须由具有高级职

称的研究生导师担任。博士开题报告人的导师应全程参加开题论证过程。 

（2）硕士生申请学位论文开题前须参加学院组织的预审，重点对论文选题是否与

专业方向相吻合进行统一评审，凡预审不通过的硕士生，不允许申请开题。 

（3）开题论证采取百分制评价，平均分低于 70 分者，即视为开题论证不通过。

按期通过论文开题论证者获得 2 学分；未通过者可限期（博士生间隔时间不少于 6 个

月，硕士生间隔时间不少于 3 个月）重新开题，对多次开题仍未通过者进行分流。开

题通过后研究内容发生重大调整者，需重新开题（博士生间隔时间不少于 6 个月，硕

士生间隔时间不少于 3个月）。 

（4）开题到中期考核时间间隔不少于 6个月。博士生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

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24个月；硕士生开题到论文答辩时间间隔（论文工作时间）不少

于 15个月。 

 



二、中期考核（2 学分） 

1.研究生论文开题论证通过者，应按期参加中期考核，博士生、硕士生（含硕博

连读分流为硕士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应在第 5 学期末进行，硕博连读生中期考核应在

第 7学期末进行。 

2.要求本人以 PPT 形式向学科点中期考核小组汇报入学以来的思想情况、业务学

习、开题、科研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学位论文进展计划，同时向考核小组提交

纸质版的总结报告、文献综述报告及读书报告（要求至少 4篇，单篇 2000字以上）。 

3.中期考核小组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及阶段目标,对研究生的基本理论、科研能力、

培养潜力以及实际绩效进行全面考核，考核结果分为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具体

评价标准依据学校、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4.通过中期考核者获得 2 学分。中期考核通过者，进入下一阶段工作；中期考核

暂缓通过者，3个月后可申请再次考核；中期考核不通过者，6个月后给予 1次重新申

请中期考核的机会，重新中期考核仍未通过者不能获得本环节学分。 

 

三、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 

1.学院成立硕博连读生攻读博士学位考核工作小组，在听取申请人汇报的基础上，

对申请者的思想情况、业务学习、外语水平、科研能力以及培养潜质进行综合考核评

价，研判其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应于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具体考核方式和时间依据学校当年关于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相

关文件执行。 

2.通过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的研究生，在办理博士生入学注册手续后正式转

为博士生，按博士生培养并享受博士生助学金待遇；未通过硕博连读生博士资格考核

者，继续按照硕士生进行培养。 

 

四、学术交流（1-2 学分） 

1.博士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1 学分） 

（1）在学期间参加学术报告（校级、院级）不少于 5次，且本人在校内做学术报

告不少于 1次，以本人学术报告单及学术报告记录为考核依据，获得 0.5学分； 

（2）在学期间参加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会议（国内、国外）不少于 2次，以

会议邀请函、新闻稿及导师认定为依据，获得 0.5 学分；或在学期间参加 3 个月及以



上的国内、国外合作交流（含联合培养）不少于 1 次，以交流院校（国内）或学校国

际交流处（国外）提供的学习证明材料等为考核依据，获得 0.5学分。 

2.硕士生学术交流考核要求（2 学分） 

（1）学术规范、道德教育与职场能力提升教育（0.5 学分）：学院统一组织不少

于 2场次的学术规范与道德教育报告，研究生听取报告，撰写不少于 1500字的学习心

得并经导师签字确认；每位研究生需参加学院组织的《职场能力提升专题讲座》及其

系列活动一次，并按要求签到考核。 

（2）听学术报告或讲座（0.5学分）：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 10场次

由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听取报告结束后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

究生学术报告活动记录表》，由研究生秘书和辅导员统一收集整理。 

（3）参加学术沙龙或学术会议（0.5 学分）：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参加不少于

6次由学科点或学院组织的学术沙龙；或参与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 2次，并提交论文。 

（4）做学术报告（0.5 学分）：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独立完成一定数量的学术

报告：学科点范围内不少于 5 次；或学院范围内不少于 2 次；或在国内外相关学术会

议报告 1次。 

  

五、实践训练（2 学分） 

实践训练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包括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

实践。具体考核要求及时间依据学校有关通知执行。 

1.科研实践（必修）：不得等同于学位论文的课题研究，一般由导师或导师小组

聘任参与，主要为研究生参与导师或导师小组教师科研项目申报、实施、结题等情况，

以及参加城乡社会调查活动等，博士生科研实践不得少于 6 个月，硕士生科研实践不

得少于 1个月，该环节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实践总结，经导师

及所在学院审核后，获得 1学分。 

在学期间主持校级及以上科创或科研项目，或者获得省厅级以上学术奖励者（一

等奖及以上奖励，认定前 2 位完成人；其他等级奖励，仅认定第 1 完成人），经过学

院考核认定后可以折算为科研实践 1学分。 

2.教学辅助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三选一）：（1）教学辅助实践：担任至

少 1 门课程的助教工作，可以教学助理、组织讨论、辅导答疑、资料搜集、毕业论文



指导等多种形式进行，任课教师负责考核，获得 1 学分；或者熟练掌握某种研究方法

或计量软件的研究生，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不少于 8 课时的交流授课，学院负责考核，

获得 1学分；（2）管理实践：有 6个月及以上到地方政府等单位挂职锻炼的经历，有

相关单位证明材料者，获得 1学分；（3）社会实践：累计参加 15日以上的科技下乡、

兴农、扶贫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工作，且提交不少于 5000字的调研报告，由派出单位（课

题组）负责考核，获得 1学分；或开展至少 1 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

且提交不少于 5000字的调研报告，由聘用单位出具实习证明，由导师签字确认后获得

1学分。 

博士留学生：中外交流实践、社会实践和社会服务（三选一）：（1）中外交流实

践（1学分）：参与至少 1篇以研究生（除本人）为第一作者的 SSCI、SCI、EI收录论

文的语言辅助工作，或提供海外调研数据；或者参与至少 1 项的其他中外交流类公益

实践项目；由学院负责考核，获得 1 学分；（2）社会实践（1 学分）：累计参加 15

日以上的科技下乡、兴农、扶贫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工作，由派出单位（课题组）负责

考核，获得 1 学分；或者开展至少 1 个月以上校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由聘用

单位出具实习证明，获得 1 学分；（3）社会服务（1 学分）：个人 1 项研究（诊断）

结果被国内外企业、政府采纳（需要提供完整规范的研究报告、采纳证明及导师认定

结果）；或至少主编或参编出版 1 本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专著；由学院负责考核，获

得 1学分。 

硕士留学生：不做实践训练要求。 

3.有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可申请免修社会实践，申请免修人员应提出免

修申请，依据有关程序办理免修手续后，获得 1学分。 

 

六、获得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分认定内容与程序 

研究生根据培养方案要求，经导师同意，在读期间获得社会学相关专业职业资格

证书，可申请免修部分课程，由研究生填写《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职业资格证书

学分认定表》，经学科负责人审查，学院审核通过，评定成绩为 85分，作为选修课计

入成绩单。 

 

七、网络课程、访学修读课程及跨学科课程的学分认定内容与程序 



网络课程（含 MOOCS 课程）：研究生选修开放式网络课程，完成全部学习环节，

考核成绩合格，填写《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选修网络课程学分认定表》，凭成绩

证明等材料，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核通过，可计入补修课成绩。 

访学课程：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 6 个月及以上的国内外交流访学项目，可申请访

学修读课程的学分替换，由研究生填写《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访学修读课程转换

与学分认定表》，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核通过，替换为在本校相应学期（学年）应修

课程学分。 

跨学科课程：研究生在读期间跨学科选修同等级或低一级课程 1 门，考核成绩合

格者，填写《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跨学科课程学分认定表》，凭成绩证明等材料，

经导师同意，学院审核通过，硕士课程每门记 2学分，本科课程每门记 1学分。 

 

八、获得学位应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 

1.博士生应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1）在学期间，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

通讯作者或第二作者）身份在 SSCI、CSSCI 收录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

论文不少于 2篇（含 2篇）。 

（2）硕博连读生转博考核中，应完成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论文 1篇。 

2.硕士生应发表学术论文要求 

（1）在学期间，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

通讯作者或第二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身份在 SSCI、CSSCI 收录期刊

或北大核心期刊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提交 2 万字以上的专

题调研报告或 1.5万字以上的文献研究报告（导师签字，学科点审核通过）。 

（2）申请提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

位，本人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或第二作者）身份在 SSCI、CSSCI 收录期刊公

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少于 1篇（含 1篇）。 

 

九、其他环节及考核要求 

1.预答辩 

预答辩由学院统一安排，学科点具体组织，一般在每年 3 月和 9 月前后分两次进

行，严格按照学校及学院有关规定执行。预答辩采取百分制评价，平均分低于 70分者，



不予通过。预答辩通过者，进入校外盲审程序。 

2.校外盲审 

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按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进行校外盲审，通过盲审者方可申请

学位论文答辩。 

3.答辩与学位授予 

在规定学籍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要求与过程的研究生可申请毕业答

辩。 

答辩由学院统一安排，学科点具体组织。答辩专家小组一般由 5 或 7人组成，包

括主席 1 人、委员 4 或 6 人、秘书 1 人。其中，博士生答辩小组成员应为博士生导师

或正高级职称人员，成员中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为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和正高职称的校

外同行专家或博士生导师，组长由校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博士生导师担任；硕士生答

辩小组的成员应为研究生导师或高级职称人员，成员中至少有 1 名校外同行专家或校

内另一相近一级学科的研究生导师。 

通过答辩者，准予毕业。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授予学位；未达到学位授予要求

者,博士生可在毕业后 2年内申请一次学位论文答辩，硕士生可在毕业后 1年内申请一

次学位论文答辩，具体细则按照研究生院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十、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及考核办法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1 《资本论》 马克思 9787200069716 撰写读书报告 

2 《经济与社会》 韦伯 9787208089075 撰写读书报告 

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9787108000002 撰写读书报告 

4 《儒教与道教》 韦伯 9787214049520 撰写读书报告 

5 《支配社会学》 韦伯 9787563345281 撰写读书报告 

6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韦伯 9787300029009 撰写读书报告 

7 《原始分类》 涂尔干 9787100070621 撰写读书报告 

8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9787100070591 撰写读书报告 

9 《教育思想的演进》 涂尔干 9787208063464 撰写读书报告 

10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涂尔干 9787208035935 撰写读书报告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11 《自杀论》 涂尔干 9787100031233 撰写读书报告 

12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9787108043979 撰写读书报告 

13 《货币哲学》 西美尔 9787802068209 撰写读书报告 

14 《时尚的哲学》 西美尔 9787503920806 撰写读书报告 

15 《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 9787806575673 撰写读书报告 

16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默顿 9787544705486 撰写读书报告 

17 《科学社会学》 默顿 9787100035989 撰写读书报告 

18 《社会冲突的功能》 科赛 9787800531361 撰写读书报告 

19 《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 9787303212842 撰写读书报告 

20 《权力精英》 米尔斯 9787305042140 撰写读书报告 

21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 9787301135907 撰写读书报告 

22 《心灵、自我与社会》 米德 9787532736362 撰写读书报告 

23 《身处美国的波兰农民》 托马斯 9787806570081 撰写读书报告 

24 《现实的社会构建》 彼德·伯格 9787301161005 撰写读书报告 

25 《与社会学同游》 彼德·伯格 9787301247099 撰写读书报告 

26 《现代社会的冲突》 达伦多夫 9787500427049 撰写读书报告 

27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慈纳涅茨基 9787805679938 撰写读书报告 

28 《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 9787532739103 撰写读书报告 

29 《公共事物治理之道》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9787542613325 撰写读书报告 

30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布劳 9787100056847 撰写读书报告 

31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库利 9787508083155 撰写读书报告 

32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 9787100026765 撰写读书报告 

33 《保守主义》 曼海姆 9787806572450 撰写读书报告 

34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曼海姆 9787544722575 撰写读书报告 

35 《现代性与大屠杀》 鲍曼 9787806573150 撰写读书报告 

36 《流动的现代性》 鲍曼 9787300252636 撰写读书报告 

37 《社会学研究方法》 艾尔巴比 9787508048000 撰写读书报告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269164/11609107.htm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38 《风险社会》 贝克 9787544770620 撰写读书报告 

39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贝尔 9787501136148 撰写读书报告 

40 《学做工》 威利斯 9787544731768 撰写读书报告 

41 《社会的构成》 吉登斯 9787108011428 撰写读书报告 

42 《民族-国家与暴力》 吉登斯 9787108011404 撰写读书报告 

43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吉登斯 9787532760367 撰写读书报告 

44 《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 9787806570296 撰写读书报告 

45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吉登斯 9787108011619 撰写读书报告 

46 《自反性现代化》 吉登斯 9787100032780 撰写读书报告 

47 《超越左与右》 吉登斯 9787509705919 撰写读书报告 

48 《实践感》 布尔迪厄 9787544728126 撰写读书报告 

49 《实践与反思》 布尔迪厄 9787801092120 撰写读书报告 

50 《再生产》 布尔迪厄 9787100034876 撰写读书报告 

51 《继承人》 布尔迪厄 9787100034883 撰写读书报告 

52 《区隔》 布尔迪厄 9787100111591 撰写读书报告 

53 《国家精英》 布尔迪厄 9787100038881 撰写读书报告 

54 《单身者舞会》 布尔迪厄 9787532746217 撰写读书报告 

55 《自我分析纲要》 布尔迪厄 9787300236490 撰写读书报告 

56 《男性统治》 布尔迪厄 9787300236483 撰写读书报告 

57 《疯癫与文明》 福柯 9787108017956 撰写读书报告 

58 《规训与惩罚》 福柯 9787108017949 撰写读书报告 

59 《词与物》 福柯 9787542616319 撰写读书报告 

60 《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 9787806571910 撰写读书报告 

61 《知识考古学》 福柯 9787108017932 撰写读书报告 

62 《性经验史》 福柯 9787208057524 撰写读书报告 

63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9787806166000 撰写读书报告 

64 《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 9787208051485 撰写读书报告 

65 《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 9787208086760 撰写读书报告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66 《包容他者》 哈贝马斯 9787208043213 撰写读书报告 

67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哈贝马斯 9787544715829 撰写读书报告 

68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哈贝马斯 9787801494054 撰写读书报告 

69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 9787108018502 撰写读书报告 

70 《江村经济》 费孝通 9787100027953 撰写读书报告 

71 《乡土重建》 费孝通 9787807617983 撰写读书报告 

72 《乡土中国》 费孝通 9787208062153 撰写读书报告 

73 《生育制度》 费孝通 9787100026505 撰写读书报告 

74 《中国士绅》 费孝通 9787108026941 撰写读书报告 

75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 9787208055063 撰写读书报告 

76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 9787101036640 撰写读书报告 

77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 郑杭生 9787300053455 撰写读书报告 

78 《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 翟学伟 9787301228739 撰写读书报告 

79 《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徐勇 9787500442547 撰写读书报告 

80 《南北中国》 贺雪峰 9787520115575 撰写读书报告 

81 《新乡土中国》 贺雪峰 9787563337958 撰写读书报告 

82 《村治的逻辑》 贺雪峰 9787501746347 撰写读书报告 

83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 温铁军 9787501746347 撰写读书报告 

84 《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周飞舟 9787101023138 撰写读书报告 

85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9787101023138 撰写读书报告 

86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 9787101023145 撰写读书报告 

87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黄宗智 9787805157740 撰写读书报告 

88 《黄河边上的中国》 曹锦清 9787564710316 撰写读书报告 

89 《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 陆学艺 9787516131015 撰写读书报告 

90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陆学艺 9787801496324 撰写读书报告 

91 《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 9787208142107 撰写读书报告 

92 《礼物的流动》 阎云翔 9787208032439 撰写读书报告 

93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弗里德曼 9787208032989 撰写读书报告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类别 书号/刊号 考核办法 

94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施坚雅 9787500416920 撰写读书报告 

95 《中国基层乡镇与市镇》 施坚雅  撰写读书报告 

96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社会心理及其近

代以来的嬗变》 
周晓虹 9787108012258 撰写读书报告 

97 《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 李培林 9787520124058 撰写读书报告 

98 《当代中国村落家庭文化》 王沪宁 9787208011359 撰写读书报告 

99 《中国家庭的演变》 邓伟志  撰写读书报告 

100 中国社会科学 综合类学科 11-3868/N 撰写论文评论 

101 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 37-1196/N 撰写论文评论 

102 中国人口科学 社会学 11-2640/F 撰写论文评论 

103 社会 社会学 CN31-1123/C 撰写论文评论 

104 青年研究 社会学 11-3280/C 撰写论文评论 

105 人口研究 社会学 11-1489/C 撰写论文评论 

106 社会学评论 社会学 10-1098/C 撰写论文评论 

107 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学 10-1217/C 撰写论文评论 

108 中国青年研究 社会学 11-2579/D 撰写论文评论 

109 社会建设 社会学 22-1410/C 撰写论文评论 

110 管理世界 管理学 11-1235/F 撰写论文评论 

111 新华文摘 综合性 11-1043/C 撰写论文评论 

112 光明日报 综合性 11-1211/C 撰写论文评论 

113 人民日报 综合性 11-1281/G4 撰写论文评论 

114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综合性 11-1100/C 撰写论文评论 

115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综合性 CN11-0026 撰写论文评论 

116 中国农村经济 经济学 11-1262/F 撰写论文评论 

117 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学 11-1323/F 撰写论文评论 

118 中国农村观察 社会学与经济学 11-3586/F 撰写论文评论 

 

考核方式：本学科文献目录主要针对我院社会学学科研究生选读，每学年相关的博士生导师分为

5-6 组，每组 2-3 位导师，分组集中辅导博士研究生，通过导读、讨论和研究生撰写读书报告（论

文评论）的方式学习，并由导师组集体考核，并作为中期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