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社会工作原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社会工作原理》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社会工作原理》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和社会学基础知识两部分。社

会工作基础知识部分要求考生了解社会工作的产生背景及其基本假设；了解社会

工作的社会功能，把握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路；理解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及其本质；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包括价值

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等。社会学基础知识部分要求考生了解社会学的研究

对象与基本功能，掌握社会学基本概念与理论，掌握社会学观察社会现象、分析

社会问题的视角与方法。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社会工作原理》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社会工作基础知识 

（一）社会工作概述 

1.社会工作的涵义与性质 

2.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3.社会工作的对象与服务领域 

4.社会工作的功能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1.社会福利思想 

2.社会福利制度 

3.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价值体系 
4.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 

（三）社会工作的理论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331 社会工作理              



1.社会工作理论的涵义及地位 

2.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 

3.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 

（四）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 

1.人的发展、社会环境及其关系 

2.儿童发展与社会环境 

3.青少年发展与社会环境 

4.成人发展与社会环境 
5.老人发展与社会环境 

（五）社会工作过程 

1.社会工作过程的基本要素 

2.社会工作的一般过程 

3.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六）社会工作教育 

1.社会工作教育与训练的意义   

2.社会工作教育与专业化 

3.社会工作本土化 

第二部分：社会学基础知识 

（一）社会学的对象与功能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社会学的功能 

（二）社会 

1.社会及其构成 

2.文化的类型与功能 

（三）人的社会化 

1.人的社会化的涵义及意义 

2.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与内容 

3.社会角色 
（四）社会互动 

1.社会互动的涵义及类型 

2.社会互动的理论 

（五）社会群体 

1.社会群体的涵义及类型 
2.初级社会群体 

3.社会群体的变迁 

（六）社会组织 

1.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类型 

2.社会组织的结构 

3.社会组织管理 

（七）社会制度 

1.社会制度的概念与类型 

2.社会制度的功能 

（八）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社会分层的概念与功能 



2.社会分层理论 

3.社会流动 

（九）社区 

1.社区的概念与要素 

2.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 

3.城市化 

（十）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1.社会变迁的涵义与类型 
2.社会现代化的涵义与内容 

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征 

（十一）社会问题 

1.社会问题的涵义及特点 

2.社会问题的类型与成因 
3.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十二）越轨与社会控制 

1.越轨行为及其类型 

2.社会控制的概念与类型 

3.社会控制体系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社会工作原理》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

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社会学概论新修》（2013年4月第四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社会工作概论》（2015年12月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社会工作实务》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社会工作实务》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社会工作实务》包括社会工作实务方法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两方面的

知识。社会工作实务方法部分要求考生了解社会工作实务的意义，了解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实务方法的涵义与适用范围，了解实务方法的各种工作模

式及工作技巧，了解社会行政、社会政策的内容基本理论与方法。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部分要求考生了解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过程，了解具体的调查设计与实施方

法，了解资料分析的方法及撰写调查报告的要求。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社会工作实务》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第一部分：社会工作实务方法 

（一）个案工作 

1.个案工作的涵义与特点 

2.个案工作的理论与主要模式 

3.个案工作的过程、原则和技巧 

4.  

 

1.小组工作的涵义、特点与功能 

2.小组工作的理论和主要模式 

3.小组工作的发展阶段和过程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437 社会工作实务            



4.小组工作的原则与技巧 

 

1.社区工作的涵义、特点与目标 

2.  

3.  

4.  

 

1.  

2.社会行政的内容 

3.  

（五）社会政策 

1.社会政策的概念与类型 

2.社会政策的要素与基本理论 

3.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变动 

4.我国的主要社会政策 

第二部分: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1.  

2.  

（二）测量 

1.测量的水平 

2.概念的操作化 

3.信度与效度 

（三）抽样 

1.概率抽样 

2.非概率抽样 

（四）定量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 

2.实验法 



（五）定性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2.访谈法 

3.焦点小组 

4.观察法 

（六）变量的统计描述与分析 

1.描述频数分布 

2.分布趋势 

3.列联表 

（七）撰写研究报告 

1.研究报告的类型与结构 

2.研究报告的写作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社会工作实务》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

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社会工作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社会政策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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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马克思和主义哲学原理》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哲学相关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需

要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对以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是哲学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哲学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等。要求考生了解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前提和时代背景，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 

三、考试内容 

1.哲学及其发展规律  

考试内容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哲学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规律 

考试要求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掌握什么是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理解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关系 

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划分原则 

命题学院（盖章）：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51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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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掌握可

知论与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概念，掌握辩证法的三种基本形

态，理解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含义。 

了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 

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  

考试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考试要求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社会基础和科学前提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历史过程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核心观点和基本内容 

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过程 

3.世界的物质性  

考试内容 

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意识及其本质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考试要求 

掌握物质、运动、时间、空间、物质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概念，

了解物质运动的五种形式和三种基本形态。 

掌握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了解物质和意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物质统一性，掌握世界物质统一

性的哲学意义。 

4.实践与世界  

考试内容 

实践的本质与类型 

实践的结构与过程  

实践与世界的二重化 

考试要求 

了解实践概念的历史，掌握以物质生产为首要形式的实践构成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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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的理由。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定义及理由。了解实践

的内在矛盾，掌握实践的类型。 

了解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了解实践的过程。 

掌握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的概念，理解人化自然

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5.世界的联系与发展  

考试内容 

普遍联系与发展 

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  

联系与发展的规律性 

考试要求 

掌握联系的概念，了解作为哲学范畴的联系的性质。了解系统的基本特

征。理解和掌握过程的概念与本质。 

掌握整体与部分、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

现实与可能等概念的定义及每一对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规律概念，了解规律的类型，掌握辩证法

的实质。 

6.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考试内容 

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考试要求 

掌握矛盾的概念，了解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的区别。掌握矛盾的统一性

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每一对概念的辩证关系。 

掌握质、量、度的概念及三者的关系。掌握质变和量变的概念，掌握二

者的辩证关系。了解量变的复杂性和质变的多样性。 

掌握肯定和否定的概念，理解辩证否定的双重性。掌握否定之否定规律，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7.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考试内容 

历史与人的活动 

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的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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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 

掌握现实的人的概念，理解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前提的思想。掌握人类

活动的目的性与目的论的区别。理解历史活动中物质利益的作用。理解

人的活动的历史条件，理解人类历史活动的规律性。掌握历史规律的特

点。 

掌握历史合力论思想。理解历史过程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掌握历史发展

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8.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考试内容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 

考试要求 

掌握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概念，了解人类历史已经经历的五

种生产方式。掌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解分工的中介作用。

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掌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的概念，掌握上层建筑的构成，观

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掌握国家的概念、起源和本质。

掌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理解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

济基础的规律。掌握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掌握阶级的起源、

本质，理解阶级、等级、阶层的区别与联系。理解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

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理解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征。 

9.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考试内容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先进生产力   

考试要求 

掌握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掌握生产力标准思想。

理解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 

掌握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了解生

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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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先进生产力的特征。理解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方式。了解可持续发展。 

10.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考试内容 

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个人的历史作用  

群众的组织与作用的发挥 

考试要求 

掌握群众史观、英雄史观。掌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三个方面。掌握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掌握历史人物的作用。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科

学方法。掌握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掌握群众观点的基

本内容。 

11.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考试内容 

文化与社会意识 

文化的社会功能  

文化与民族精神 

考试要求 

掌握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掌握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概

念。掌握意识形态的构成。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掌握文化对人的教

化作用。了解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了

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掌握民族精神的概念。理解民族精神对民族历史

发展的影响。掌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原则。 

12.认识活动及其规律  

考试内容 

认识的基础与本质 

认识的运动过程  

认识的思维方法 

考试要求 

掌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理解能动的反映是认识的本质。掌握认

识的根本任务。 

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 

掌握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概念，并理

解每一对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13.真理及其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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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真理的本质和特性 

真理的检验标准 

真理的发展规律 

考试要求 

掌握符合论、融贯论和工具论的真理观。了解真理的具体性和全面性、

相对性和绝对性。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掌握逻辑证明的重

要作用。理解逻辑证明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了解科学预见的概念。 

理解真理的发展规律。 

14.价值与价值观 

考试内容 

价值的本质与形态 

评价及其科学性  

价值观的形成与选择 

考试要求 

掌握价值、价值关系的概念，了解价值的基本特征，掌握价值的三种形

态。理解评价的标准。理解科学的评价。 

掌握价值观的概念和内容、价值观的功能。掌握价值观选择的原则。 

15.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考试内容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  

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 

考试要求 

掌握社会发展的内涵和实质。掌握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西方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掌握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人

的全面发展思想。 

理解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理解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掌握人的自由发展思想。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为180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政治学原理（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政治学原理》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政治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政治学原理》是教育部规定的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等专

业的主干课程和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政治学原理》要求

考生能够熟练地掌握政治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并熟练地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

基本概念分析和研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培养考生的创新意识，提高政治

思维和政治实践能力。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生物化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  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  论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学 

政治的涵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政治学的学科地位。 

第二节  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与特点；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演

变。 

第三节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的其它方法；政治学的学习意义。 

命题学院（盖章）：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政治学原（一）             



（二）考试要求： 

理解：政治的含义；现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国家政权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家的起源 

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起源。 

第二节  国家的本质与职能 

国家的本质；国家与社会；国家的职能。 

第三节  国家的历史类型 

国家的分类；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二）考试要求： 

理解：国家本质理论；国家职能转型；国家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关系。 

第三章  国家形式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家形式的一般理论 

国体与政体；政体类型的划分标准；国家政体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国家结构形式的涵义；国家结构的基本形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国体与政体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章  政  府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府的基本性质 

政府与国家；政府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组织和运作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政府组织 

现代政府的组织体系；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 



第三节  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范围；政府职能的两重性；政府职能转型；政府治理的新模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政府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的组织体系、政府职能的两重性。 

第五章  政党制度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党理论概述 

政党的内涵与特征；现代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政党的基本类型；政党功能。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和特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政

党与社会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类型。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特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社会主义国家政党

制度类型。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政党的特征与现代政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

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第六章  政治社团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社团的涵义与特征 

政治社团的涵义；政治社团的特征。 

第二节  政治社团的类型 

政治社团的技术类型；政治社团的社会类型。 

第三节  政治社团的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团的作用。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政治社团的含义与特征、不同社会性质政治团体的根本区别、政治

社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第七章  政治权力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权力的涵义 

政治权力的内涵；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政治权力的特性。 

第二节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类型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权力的类型；政治权力关系。 

第三节  政治权力的作用 

政治权力作用的方式；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制约。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政治权力的本质、政治权力关系、政治权力作用；政治权力的合法

性；对政治权力制约。 

第八章  政治管理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管理的涵义与作用 

政治管理的内涵；政治管理与相关政治现象的关系；政治管理的作用。 

第二节  政治管理的类型 

传统政治管理；现代政治管理。 

第三节  政治管理的原则与方式 

政治管理的原则；政治管理的方式。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现代政治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政治管理的重要作用、原则。 

第九章  政治参与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参与的涵义与作用 

政治参与的涵义；政治参与的类型；政治参与的作用。 

第二节  政治参与的主体 

公民；政党；政治社团；非政府组织。 

第三节  政治参与的方式 



政治参与的方式；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的方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政治参与的

制度化。 

（二）考试要求： 

理解：政治参与主体、政治参与作用和方式。 

第十章  政治文化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文化的涵义与类型 

政治文化的内涵；政治文化的特征；政治文化的类型。 

第二节  政治文化的构成和功能 

政治文化的构成要素；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的涵义；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二）考试要求： 

理解：政治文化内含义与特征、政治文化的功能。 

第十一章  政治发展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政治发展的涵义与类型 

政治发展的涵义；政治发展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 

政治革命；政治改革。 

第三节  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内容 

政治民主的涵义；政治民主的类型；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 

（二）考试要求： 

理解：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政治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政治民主的制度化建设。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政治学原理》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



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社会学理论》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社会学理论》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社会学理论》课程考试主要包括《社会学概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两

门课程。《社会学概论》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社会运行的

微观宏观分析；西方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西方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与

理论学派。要求考生全面系统地理解并掌握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其观点，

掌握社会运行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新趋

向，能综合运用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社会学理论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

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1.社会学概论部分 

考试内容：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社会系统、社会文化与社会运行； 

微观层次的社会运行（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与社会性别）； 

宏观层次的社会运行（社会组织、社区、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社会制

度、社会运动、现代化与城市化）； 

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 

越轨行为与社会控制； 

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考试要求 

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753 社会学理论           



掌握并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掌握社会化、社会互动等社会运行的微观层次分析； 

掌握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等社会运行的宏观层次分析； 

理解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加以分析； 

了解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及其中国的实践； 

理解社会政策的重要作用。 

2.西方社会学理论部分 

考试内容： 

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理论； 

社会冲突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 

现象学社会学与常人方法论； 

沟通行动理论与结构化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与实践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 

考试要求 

    掌握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 

    掌握古典社会学相关理论； 

    理解并掌握现代社会学理论； 

    理解并掌握当代社会学理论； 

    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具体问题； 

    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新问题； 

    了解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社会学理论》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

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社会学概论新修》（2013年4月第四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10年7月第三版），侯钧生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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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公共管理学（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公共管理学（一）》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要求考生全面、系

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行政管理学理论

研究和行政管理实践工作的基本技能。《公共管理学（一）》考试所规定的学

科内容，包括学科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等。具体包括：公共管理学绪论、公共组织、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

政府作用、政府工具、公共政策、公共财政、第三部门管理、绩效管理、战

略管理、公共管理伦理等内容。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生物化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简答题、论述题等 

三、考试内容 

（一）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 

考试内容 

1.西方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 

2.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现状 

3.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考试要求 

1.了解西方公共管理范式演进 

2.掌握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 

3.把握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二）公共组织 

命题学院（盖章）：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754 公共管理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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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 

1.公共组织的结构与体制 

2.公共组织的过程与行为 

3.公共组织的环境与变革 

考试要求 

1.了解公共组织的结构 

2.掌握公共组织的体制 

3.掌握公共组织的过程 

4.掌握公共组织的行为 

5.掌握公共组织的环境对其变革的影响 

（三）政府改革与治理 

考试内容 

1.治理理论 

2.当代国外的政府改革 

3.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考试要求 

1.理解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 

2.了解国外的政府改革 

3.掌握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四）政府间关系 

考试内容 

1.政府间关系研究概述 

2.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3.中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 

考试要求 

1.了解政府间关系理论 

2.理解西方政府间关系演变 

3.掌握中国政府间关系演变 

（五）政府作用 

考试内容 

1.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 

2.转型期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3.政府失败及其防范 

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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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 

2.理解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3.掌握政府失败的防范对策 

（六）政府工具 

考试内容 

1.政府工具研究概述 

2.政府工具的理论脉络 

3.当代政府治理的新工具 

考试内容 

1.了解政府工具的多样性 

2.理解政府工具的理论脉络 

3.掌握政府治理工具的新发展 

（七）公共政策 

考试内容 

1.公共管理学视野中的政策科学 

2.公共政策的内容 

3.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 

考试要求 

1.了解政策科学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公共政策的内容 

3.掌握公共政策系统的构成 

4.掌握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 

（八）人力资源管理 

考试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观念 

2.国家公务员制度 

3.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开发 

考试要求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发展 

2.理解中外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差异 

3.掌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 

（九）公共预算与财政 

考试内容 

1.公共预算与财政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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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财政管理 

3.公共预算改革 

考试要求 

1.了解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 

2.理解公共财政管理过程 

3.掌握公共预算改革的趋势 

（十）第三部门管理 

考试内容 

1.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2.全球第三部门的崛起 

3.第三部门的地位与作用 

4.事业单位改革 

考试要求 

1.了解第三部门的兴起背景 

2.理解第三部门崛起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3.掌握第三部门的地位与作用 

4.掌握事业单位改革发展 

（十一）战略管理 

考试内容 

1.私人部门的战略管理 

2.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兴起 

3.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范围 

考试要求 

1.了解私人部门的战略管理 

2.理解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兴起过程 

3.掌握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范围 

（十二）绩效管理 

考试内容 

1.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概述 

2.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要素 

3.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程序与方法和技术 

4.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改革与发展 

考试要求 

1.了解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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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握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要素 

3.掌握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技术 

4.掌握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发展 

（十三）公共管理伦理 

考试内容 

1.公共管理伦理概述 

2.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3.公共管理伦理建设的路径 

考试要求 

1.理解公共管理伦理的概念 

2.了解官员问责制的新进展 

3.掌握公共管理伦理的建设路径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公共管理学（一）》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管理学》，徐国华、张德、赵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行政管理学》，郑志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西方政治思想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西方政治思想史》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政治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教育部规定

的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等专业的主干课程和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

中处于基础的地位。《西方政治思想史》要求考生能够熟练地掌握西方政治思想

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以培养和提高考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实践能

力。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  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导 论  

（一）主要内容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法；西方政治思想史

的基本线索；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 

（二）考试要求： 

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 

掌握：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方法；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第一章  古代希腊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希腊政治思想的萌芽；早期立法家的政治思想；早期自

然哲学家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城邦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特点 

城邦和城邦制度；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三节  智者和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 

城邦民主制的繁荣和思想界的变化；智者的政治思想；苏格拉底的活动和贡献。 

第四节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国家的理念和正义的国家；哲学家治国思想；政体思想；第二等好的理想国。 

第五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城邦的起源、本质和目的；政体分类及其变革；对理

想城邦的设计；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贡献。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城邦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特点；柏拉图政治思想；亚里士多政治思想。 

第二章  希腊化时期和古代罗马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希腊化和罗马帝国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 

    城邦制度的解体和政治思想的演变；种族和文化的融合及世界主义思潮。 

第二节  斯多葛派的政治思想 

    斯多葛派的产生和流传；自然法思想；人的精神自由思想；人人平等思想。 

第三节  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政治学由希腊向罗马的转移；波里比阿的政治思想；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第四节  罗马法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对政治哲学的影响。 

第五节  罗马基督教政治思想 

    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奥古斯丁的双城论。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斯多葛派的政治思想；马法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罗马基督教政治思想。 

第三章  中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5—10 世纪西欧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观念 

    5—10 世纪西欧社会的政治状况；罗马传统和日耳曼传统的结合；5—10 世纪西

欧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二节  教权和王权斗争中的政治思想 

    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关系；教权和王权斗争中教权派的政治思想。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 

    信仰和理性；教会和国家；国家的起源和目的；政体理论；法的性质和分类。 

第四节  城市的兴起和反对教会统治的政治思想 

    城市的兴起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但丁的世界帝国理论；马西略的政治思想；

市民和农民异端的政治思想。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教权和王权斗争中的政治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

城市的兴起和反对教会统治的政治思想。 

第四章  16 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6 世纪西欧的社会状况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民族国家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 

第二节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权力政治观；共和理想和君主专制；君主的统治方法。 

第三节  路德和加尔文的政治思想  

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 

第四节  布丹的政治思想 

国家理论；主权理论；政体理论。 

第五节  法国反暴君派的政治思想 

反暴君派的产生；浩特曼和莫耐的反暴君思想；鲍埃西的反暴君思想。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路德和加尔文的政治思想；布丹的政治思

想。 



第五章  17 世纪欧洲大陆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7 世纪欧洲大陆的社会和思想状况 

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政治思想的世俗化。 

第二节  格老秀斯的政治思想 

自然法学说；国家和主权说；国际法的原则。 

第三节  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 

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思想自由权。 

第四节  普芬道夫的政治思想 

自然法理论；国家理论。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格老秀斯的政治思想；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普芬道夫的政治思想。 

第六章  17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7 世界英国革命和政治思想概况 

英国的宪政传统；17 世纪英国社会状况和革命的特点；政治思想的特点；革命时

期各派政治思想。  

第二节  霍普斯的政治思想 

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主权学说和政体理论；人民的自由和主权者的义务 

第三节  弥尔顿和哈灵顿的政治思想 

弥尔顿的政治思想；哈灵顿的政治思想。 

第四节  洛克的政治思想 

对政治思想的清理和总结；自然权利理论；政府的起源和目的；法治和分权。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霍普斯的政治思想；弥尔顿和哈灵顿的政治思想；洛克的政治思想。 

第七章  18 世纪法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8 世纪法国的社会状况和启蒙运动 

18 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政治思想的特点；启蒙

时期各派的政治思想。 

第二节  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 

法的精神；政体和政治自由理论；分权学说。 

第三节  卢梭的政治思想 

    平等理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学说；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 

    18 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革命时期各派的政治主张。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卢梭的政治思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

想。 

第八章  18 世纪美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8 世纪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特点 

美国社会的形成和特点；18 世纪美国社会的政治斗争；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二节  潘恩的政治思想 

美国独立思想；代议制共和政体思想；人权理论。 

第三节  杰斐逊的政治思想 

    自然权利理论；民主自治思想。 

第四节  汉弥尔顿的政治思想 

    性恶论和精英论；分权与制衡思想。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潘恩的政治思想；杰斐逊的政治思想；汉弥尔顿的政治思想。 

第九章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社会状况和政治思想特点 

    德国的社会状况；政治思想的状况和特点。 



第二节  康德的政治思想 

    伦理学说；国家学说；永久和平思想。 

第三节  洪堡的政治思想 

    自由和个性；国家作用的范围。 

第四节  黑格尔的政治思想 

    体系和方法；市民社会和国家；君主立宪制主张；民族主义思想。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康德的政治思想；洪堡的政治思想；黑格尔的政治思想。 

第十章  19 世纪法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9 世纪法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特点 

    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状况；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二节  孔斯坦的政治思想 

    权利和自由；分权思想。 

第三节  社会主义各派的政治思想 

    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 

第四节  孔德的政治思想 

    实证主义体系；社会团结思想。 

第五节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民主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专制和革命。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孔斯坦的政治思想；社会主义各派的政治思想；孔德的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 

第十一章  19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一）主要内容 

第一节  19 世纪英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变 

    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及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的演变和

特点。 



第二节  柏克的政治思想 

    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观；代议制思想。 

第三节  边沁的政治思想 

    功利原则；政府理论；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和改革主张。 

第四节  密尔的政治思想 

    对边沁功利思想的发展；自由思想；代议制政府理论和主张。 

第五节  斯宾赛的政治思想 

    普遍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同等自由法则。 

（二）考试要求： 

理解和掌握：柏克的政治思想；边沁的政治思想；密尔的政治思想；斯宾赛的

政治思想。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西方政治思想史》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

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的入学考试。《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工作及社会研究方法两

部分内容。社会工作的主内容包括：社会工作的理论界定与功能、社会工作的价

值体系和理论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实务等。要求考生理解社会工作的

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及其本质；了解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功能，把握社会

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路；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包括

价值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等；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实务知识，了解

社会工作教育、实习与督导的基本内容。社会研究方法是社会学专业课程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研究的概念和特征、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研究的过程、理论与研究的关系、选题与文献回顾、研究设计、测量与操作化、

抽样、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实地研究、定量资料的分析、定性资料
的分析以及撰写研究报告的方法和过程等。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社会学研

究方法的基本概念、研究的主要类型，了解研究的过程，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

和概念进行研究设计。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

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1.社会工作 
考试内容： 

社会工作的概念和主要领域 

社会工作的功能 

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过程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816 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主要实务领域 

社会工作教育、实习和督导 

社会工作研究 

考试要求： 

了解社会工作的涵义、性质与历史发展 

了解社会工作的对象、服务领域 

掌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的主要功能及其实现 
了解价值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掌握社会工作的价值及其专业伦理 

了解社会福利概念、特点、分类和功能 

掌握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模式及其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了解当代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 
了解社会工作理论的涵义、地位和理论流派 

掌握社会工作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和一般过程模式 

了解个案工作的概念、特点及其过程，掌握个案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模式 

了解小组工作的基本概念、特点及功能，掌握小组工作的理论基础、模式和

过程 

了解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特点、主要理论及其模式，掌握社区工作的过程

和中国社区工作的发展状况 

了解社会行政 的概念和功能，掌握社会行政的主要内容 

掌握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和价值观，了解社会政策的一般过程 

了解儿童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功能， 掌握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了解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含义，掌握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内容和方法 

了解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实务内容  

了解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含义、理论和方法  

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概念、特点和要素，掌握家庭社会工作的内容、理论和

方法 
了解医务社会工作概念、特征和对象，掌握医务社会工作理论基础、健康照

顾体系与实务方法 

掌握贫困的基本概念以及国际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的反贫困与社

会工作发展  

掌握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含义、理论基础和价值理念，了解中国的社区矫正
工作  

了解社会工作教育的性质、目标，掌握社会工作专业化、本土化与社会工作

教育的关系  

掌握社会工作实习的涵义与目标，了解社会工作实习的模式、过程以及社会

工作实习督导  

了解社会工作研究的涵义与功能，掌握社会工作研究的伦理与方法 

2.社会研究方法 

考试内容 

理论的构成要素及研究的逻辑 

选题的标准及文献回顾 



 研究的设计与类型 

 测量与操作化 

 抽样的一般程序与原则、概率抽样的方法、非概率抽样的方法 

 问卷设计与调查研究 

 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 

定量资料与定性资料的分析 

交互分类与百分比 

双变量统计分析 

考试要求 

了解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掌握选题的标准与四种基本的研究方式 

了解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方式 

理解测量的层次与要素  

理解信度与效度概念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掌握抽样的一般程序及概率、非概率抽样的方法  

掌握问卷设计的原则、步骤及资料收集的方法 

掌握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的方法 

掌握定量资料与定性资料分析的方法 

了解研究报告的类型及撰写的步骤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社会工作与社会研究方法》为闭卷，笔试，考试

时间为180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

得当。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社会工作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 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政治学基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政治学基础》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相关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学基础是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

探讨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有关利益、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和政

治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有关政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

论，掌握分析政治各个要素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思路，了解政治学发展的前沿理论

和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生物化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

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简答题、论述题等 

三、考试内容 

（一）政治与政治学 

考试内容 

1.政治  

2.政治学 

考试要求 

1.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2.重点关注政治的社会地位 

3.掌握政治学的内容构成 

4.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方法 

5.理解并掌握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 

（二）政治关系 

命题学院（盖章）：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817 政治学基础            



考试内容 

1.利益的涵义  

2.利益关系的涵义  

3.共同利益的含义 

4.利益矛盾的含义 

5.政治权力的涵义  

6.政治权利的定义 

考试要求 

1.掌握利益及其构成因素 

2.理解并掌握利益的内在矛盾 

3.掌握利益矛盾的定义与分类 

4.重点了解利益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5.掌握政治权力的涵义及构成要素 

6.掌握政治权力的涵义及特性 

7.理解并掌握政治权力的作用 

8.掌握政治权利的涵义及特性 

9.重点了解政治权利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 

（三）政治行为 

考试内容 

1.政治统治 

2.政治管理 

3.政治参与 

考试要求 

1.掌握政治统治的含义和特征 

2.理解并掌握政治统治的基础及特征 

3.重点掌握政治统治的作用 

4.掌握政治管理的定义及特征 

5.掌握政治管理的职能 

6.理解并掌握政治管理的方式（分阶段和类型总结） 

7.重点掌握政治管理的作用 

8.掌握政治参与的含义及特征 

9.掌握政治参与的类型 

10.理解并掌握政治参与的方式 

11.理解并掌握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 



12.重点掌握政治参与的作用 

（四）政治体系 

考试内容 

1.国家的本质 

2.国家形式 

3.国家机构 

4.政党 

5.政党制度 

6.政治社团 

考试要求 

1.重点掌握政党的本质和特征 

2.掌握政党的作用 

3.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4.理解政治团体的含义及特征 

5.重点掌握政治社团的作用 

（五）政治文化 

考试内容 

1.政治文化的定义 

2.政治心理 

3.政治社会化 

考试要求 

1.了解并掌握政治心理定义和特征 

2.掌握政治心理的基础 

3.重点理解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 

4.重点掌握政治心理的作用 

5.了解政治思想定义和特征 

6.掌握政治思想的作用 

7.重点掌握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和特点 

8.重点掌握政治社会化的媒介 

9.重点掌握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10.重点掌握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六）政治发展 

考试内容 

1.政治革命 



2.政治改革 

3.政治民主 

考试要求 

1.了解政治革命及特征 

2.掌握政治改革的含义及特征 

3.重点掌握政治改革的作用 

4.重点掌握政治民主的含义和特征 

5.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的民主 

6.重点掌握政治民主的发展途径 

7.重点掌握政治民主的社会政治作用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政治学基础》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

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政治学基础》（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政治学原理》（中文版），王惠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社会保障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社会保障学》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社会保障学》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概论及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两部分内容。

社会保障概论涵盖社会保障基本理论及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两方面的知识，要求考

生理解和掌握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发展进程、理论基石、相关关系、体系与模

式、社会保障基金、立法与管理等社会保障基本理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

会福利、军人保障、补充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现代社会福利思想要求考生

理解和掌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福利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工业革命

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的社会福利思想、福利经济学思想、

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正义理论与社会福利思想、新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新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福利思想、女性主义福利思想、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现代走向等，进而能综

合运用所学的知识理解和分析社会保障相关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社会保障学》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三、考试内容 

1. 社会保障概论部分  

考试内容 

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 

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818 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理论基石 

社会保障相关关系 

社会保障体系与模式 

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立法与管理 

社会救助 

社会保险 

社会福利 

军人保障 

补充保障 

考试要求 

了解社会保障的理论界定、学科性质与理论框架 

掌握社会保障的目标、功能、特征、原则、意义 

理解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 

了解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石 

掌握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商业保险、其他公共政策等的关系 

掌握社会保障的体系和主要模式 

理解社会保障基金的一般知识，掌握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给付、投资运营

等内容 

掌握社会保障立法与管理 

掌握社会救助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制度、灾

害救助等内容 

了解社会保险的一般知识，掌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等内容 

了解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掌握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等

内容 

了解军人保障的基本内涵，掌握军人保障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在整个社会保

障体系的独特地位 

了解补充保障的一般知识，掌握员工福利、企业年金、慈善事业、互助保

障等内容 

2.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部分 

考试内容 

社会福利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 

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经济学思想 

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正义理论与社会福利思想 

新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女性主义福利思想 

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现代走向 

考试要求 

了解社会福利思想的历史渊源，掌握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内涵 

理解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掌握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掌握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了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掌握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及

其影响 

掌握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 

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理解社会正义理论与社会福利思想 

掌握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和社会福利观 

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掌握女性主义福利思想 

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掌握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现代走向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社会保障学》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

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社会保障学》（2005年7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社会保障概论》（2014年7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社会保障概论新编》（2016年8月第一版），丁建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2013年4月第二版），钱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中西哲学史》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哲学相关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是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

程，主要内容是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性哲学家、哲学派别的主要思想，

要求考生了解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相关理论、中西哲学发展的

基本历程、基本理论和基本特征；熟练掌握不同历史条件下哲学家们

所建立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进一步掌握当

代学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动态，培养能用所学知识独

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中西哲学史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简答题、问答题 

 

三、考试内容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826 中西方哲学史           



（一）中国哲学史考试内容： 

1、先秦哲学（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墨子、

名家） 

考试内容：了解先秦哲学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掌握先秦哲学中儒墨道家各家思想的特点和基本概念、掌握各家代表

人物的核心思想。 

2、两汉哲学（汉初黄老之学、董仲舒、王充、汉代经学） 

考试内容：了解两汉哲学中黄老之学与经学的特点。掌握两汉哲

学中董仲舒、王充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3、魏晋玄学（正始玄学（何晏、王弼）、竹林玄学（阮籍、嵇康）、

元康玄学（裴頠、郭象）、玄佛合流（僧肇）） 

考试内容：了解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及影响。掌握魏晋玄学中不

同发展阶段不同代表人物思想及影响。 

4、隋唐哲学（儒家：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佛教：天

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道教：重玄学） 

考试内容：了解隋唐哲学中不同佛教宗派的历史影响、道教的发

展情况。掌握隋唐哲学中儒家思想、不同佛教宗派基本理论和名相概

念。 

5、宋明理学（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

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 

考试内容：了解宋明理学产生的原因，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贡献。

掌握宋明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天理、心、性、心即理、性即理、良知；



掌握宋明理学中主要代表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影响。 

6、明清哲学（王夫之、方以智、康有为、孙中山） 

考试内容：了解明清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掌握明清哲学主要代

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及主要概念。 

（二）西方哲学史考试内容： 

1、古希腊罗马哲学（古希腊早期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哲学） 

考试内容：理解和掌握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代表

人物和主要观点；把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哲学思

想，把握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

观点。 

2、中世纪哲学（教父哲学、经院哲学、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

论） 

考试内容：了解中世纪哲学的发展线索、主要阶段、代表人物，

特别是教父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经院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的

主要哲学思想，把握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奇迹

它们之间争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实质。 

3、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宗教改革运动 

考试内容：了解和把握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发

展线索和主要贡献，掌握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并理解其历史影响 

4、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 



考试内容：掌握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代表

人物特别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代表著作和主要哲

学命题和哲学思想。 

5、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和18世纪法国哲学（笛卡尔、斯宾诺莎、

莱布尼茨、百科全书派哲学、卢梭） 

考试内容：掌握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和18世纪法国哲学的生产和

法治过程，特别要掌握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百科全书派哲

学、卢梭的哲学思想。 

6、德国古典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 

考试内容：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生产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影响，掌

握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思想。理解德

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西哲学史》为闭卷，笔试，考试时

间为180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

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1、郭齐勇：《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3年第2版。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高等

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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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中国近现代史》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中国近现代史》考试大纲适用于郑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和中外政治制度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

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悠久文明

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本课程旨在使学生

掌握近现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进程，加深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历史

规律的认识，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贯彻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并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本

课程要求考生：第一，准确地再认或再现学科的有关知识。第二，准确、恰当地

使用专业术语，正确理解和掌握学科的有关范畴和规律。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和分析有关社会现象和实际问题。第四，结合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背景，认识或评价有关理论和实际问

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中国近现代史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

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论述题、材料分析题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命题学院（盖章）： 公共管理学院 考试科目代码及称： 828《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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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 

  （二）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三）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农民群众的斗争 

  （二）洋务运动的兴衰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二）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三）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二）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三）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二）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四）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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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三）有中国特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二）探索中的曲折 

  （三）建设的成就与探索的成果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六）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七）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拓展及对外政策的演进 

    （八）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发展轨迹 

（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中国近现代史》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150分。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答题

一律使用黑色签字笔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