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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30402）

所属学科门类：法学

所属一级学科：民族学

所属培养单位：民族研究院

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属于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主要

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的理论性、政策性、

实践性、应用性兼备的民族学分支学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目前，本学科下

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研究、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3个研究方向。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

坚决反对分裂。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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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

本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身心健康，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通过学习，使研究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本理论知识，

并能运用这些知识和研究方法解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理论与实践

问题；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与政策学术研究既往成果和前沿动态，充分了解中国与世界民族问题的最新动

态。初步具备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学术交流的能

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康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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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向及特色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相关概念与理

论、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

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

传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等。

2.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研究

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在西藏的实践。包括西藏民主改革、党

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西藏文化

教育事业发展、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西藏政协工

作发展、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等。

3.西藏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该方向从西藏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研究新时代党中央治藏方略、习近平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论述、“一带一路”倡议与西藏社会发展、现当代西藏

社会稳定研究、现当代西藏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研究、西

藏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研究、西藏与周边各民族友好

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等。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可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2年。

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相

关规定执行。

四、培养方式与主要培养环节

（一）培养方式

采取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由指导教师具体负责，

导师组进行集体指导，积极开展科教融合，提高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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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中期考核、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审、学位论文答辩等。进度根据《西

藏大学民族研究院学术硕士培养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学风建设要求

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中应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须至少修满 33 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公共必修课：9学分。

（1）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文

科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研究生公共外语：6学分。

说明：符合研究生外语免修条件者，可免修相应外语课程，并计入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开设 8门必修课，计 16 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1学分）；

《民族学概论》（3学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2学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选读》（2学分）；

《中华民族发展史》（2学分）。

《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2学分）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2学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论》（2学分）

3.专业选修课：开设 5门专业选修课，计 10 学分。各方向至少选修 3门，

至少 6学分。

《藏族历史》（2学分）；

《西藏当代社会发展研究》（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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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研究》（2学分）。

《藏语文》（3学分）

《世界民族问题研究》（2学分）

4.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1学分。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坛）、学术研讨或

“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辅导员）计 1学分；在校期间在校内外

参与专业教学实践 3次及以上，计 1学分；进藏调研 7天及以上并撰写调研报告

或参加校外实习满半年者，计 1学分。

（二）课程设置

表 1：公共必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公

共

必

修

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4 2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研究生公共外语 102 6 1、2 外语学院

表 2：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专

业

必

修

课

本专业所有研究

方向必修课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

术道德规范
17 1 1

各研究生培

养单位

民族学概论 51 3 1 民族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与政策
34 2 1 民族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经典著作选读
34 2 2 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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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发展史 34 2 3 民族研究院

民族学实地调查方

法
34 2 3 民族研究院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

政策
34 2 3 民族研究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概论
34 2 3 民族研究院

专

业

选

修

课

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与政策研究

方向选修课

藏族历史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西藏当代社会发展

研究
17 1 4 民族研究院

民族关系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藏语文 51 3 2 民族研究院

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西藏社会发展

研究方向选修课

藏族历史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西藏当代社会发展

研究
17 1 4 民族研究院

民族关系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藏语文 51 3 2 民族研究院

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党的民族理论与

政策在西藏的实

践研究

藏族历史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西藏当代社会发展

研究
17 1 4 民族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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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藏语文 51 3 2 民族研究院

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34 2 4 民族研究院

注：带“*”课程为本硕连读研究生必选课程。

表 3：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

培养环节 总
学分 具体要求

社会实践与
学术活动 1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

坛）、学术研讨或“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

辅导员）计 1学分；在校期间在校内外参与专业教学实践 3

次及以上，计 1学分；进藏调研 7天及以上并撰写调研报告

或参加校外实习满半年者，计 1学分。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由各培

养单位统一组织，重点考查研究生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的

能力。

中期考核在研究生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培养单位根据《西藏民族大

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制定本单位中期考核实施细则。考核内容为政治思想、

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考核结束后填写《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

中期考核表》。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

按规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中期考核结束后两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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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申

请参加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

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参考书目等。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当由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填写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

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

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题报

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导

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成果应当以学位论文的

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文科类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万字，摘要 500-800

字（用外文撰写，一般不少于 300-600词）。

九、学位论文答辩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面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环节，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论文终稿，经指导教师以及论文评阅人同意，方可申请答

辩。如论文题目出现重大修改，应重新开题后方可申请答辩。学位论文的答辩程

序按照《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大学硕士

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名评

审。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

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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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卷），中央文献

出版社，1988-1998年版。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3年版。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4

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文选》（1-3 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8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2-1998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

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版。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

人民出版社，1996-1999年版。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

人民出版社，2000-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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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杨圣敏主编：《中国民族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宋蜀华：《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0.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18年版。

21.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

22.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5年版。

23.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吴本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5.黄玉生等著：《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26.许广智主编：《西藏民族地区近（现）代化发展历程》，西藏人民出版

社，2008年版。

27.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版。

28.宋淑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29.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康基柱、金炳镐主编：《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2002年版。

（二）选读书目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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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下），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2年版。

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4.陈庆英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王森主编：《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7.王贵等主编：《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8.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9.丹珠昂奔主编：《藏族文化发展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0.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

11.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升译,西藏社会科学院，1999年版。

12.杨策等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1840—1949）,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1999年版。

13.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张云：《西藏历史问题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17.顾海良主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18.曾德祥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

19.雷国珍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论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0.狄方耀、徐继增编：《伟大的社会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

民出版社，2002年版。

21.王小彬著:《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年鉴》，人民出版社，2009年

版。

2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五十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search.aspx?category=01&key2=%d6%d0%b9%fa%b2%d8%d1%a7%d1%d0%be%bf%d6%d0%d0%c4
http://search.book.dangdang.com/rd.asp?id=20535571&clsid=01.27.01.02&key=%ce%f7%b2%d8%b5%c4%c3%f1%d6%f7%b8%c4%b8%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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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3.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下卷），中国藏学出

版社，2003年版。

24.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近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许广智主编：《西藏地方现代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6.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

27.侯水平主编：《邓小平理论史》（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8.牛玉峰等著：《中国共产党治国思想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

版。

29.秦宣主编：《邓小平理论精论集》（上、中、下），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十一、课程描述

（一）专业必修课

1.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讲授学术论文的概念、特点、结构、体例、写作方法和技巧等内容。通过课

堂讲授和写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查阅资料、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方法，为其完成

各科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打好基础，深刻理解恪守学术规范的重要性，防止学生

出现抄袭、剽窃等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做一名合格的硕士生。

2.民族学概论

民族学是以民族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独立学科，该课程是民

族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包括民族学基本理论、民族学研究对象、民族学研

究方法、民族学中国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学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

容。通过讲授民族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法，课程讲授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使学生在

基本掌握民族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能够以民族学相关理论为指导、以田野调查

为基本方法独立开展科学研究。

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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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族政策的课程，主要涉及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相

关理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掌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内

容，了解、掌握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守正创新。

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著作选读

本课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主要学习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代表论著。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

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论犹太人问题》、《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与国家

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毛泽东《论十

大关系》、《矛盾论》；习近平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相关著作等。通过该课程学

习，帮助学生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5.中华民族发展史

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华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

史，中华各民族发展的轨迹、特点和规律，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

史，中华民族自在走向自觉、自立、自信、自强的历史过程。通过学习中华各民

族共同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了解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学

习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

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过程，从而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包括文献调查法、实地观察法、访问调查法、问卷

调查法、撰写调查报告、摄影摄像方法等内容。通过课堂讲授和实践训练，使学

生系统掌握民族学调查方法，达到既能够单独开展田野调查，又能够合作开展田

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的目的。

7.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代政府都着力于对国内各

民族的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本科程旨在对历代政府

的治藏政策进行重点介绍，主要包括唐朝时期唐蕃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

元朝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民国政府的治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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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内容。通过这些政策的学习与了解，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新时代党中央

治藏方略，进而推动西藏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向学生讲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

原创性论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各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

民族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学生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

情，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

固树立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专业选修课

1.藏语文基础

是藏文、藏语的入门课程，包括藏语拼音和部分对话课程。教学目的与内容：

通过藏语拼音部分 8篇课文的讲授，使学生达到能够自行阅读、查阅字典的水平，

有兴趣或需从事藏学研究者从此可以自学提升。

2.藏族历史

是一门关于西藏地方的历史类课程，主要讲授 1950年前西藏地方的社会、

政治、经济，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相关问题。通过学习西藏简史，引导学生

了解西藏地方人类的起源、西藏地方文明的发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的交往交

流交融、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以及西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共同抗

击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史。引导学生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3.西藏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该课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具有浓郁的地域与

民族特点，主要针对现当代西藏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学习与研究。主要内容

包括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改革

开放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西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西藏政协工作发展、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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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对学生更多接触西藏社会，开展学术研究具有直接的引领运用。

4.民族关系研究

民族问题是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 。民族关系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政策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课程主要从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角度，学习和了

解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不同时代民族关系的不同特点，各民族的政治、

经济、文化往来、民族通婚，对外民族关系，新中国民族关系的主要特征，新时

代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习近平民族关系重要论述等。

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深入理解民族关系的本质，关注民族关系的复杂变化，

提升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度。

5.世界民族问题研究

世界民族研究是马克思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重要的选修课程，旨在从比较研

究的角度，对国外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发展有所了解。主要了解和学习亚洲民族、

欧洲民族非洲民族、北美洲民族、拉丁美洲民族、大洋洲民族。重点掌握这些民

族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学

习相关世界民族知识，对于帮助学生积极投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助推民族友

好交往交流交融，都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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