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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治理学是依托相关学科并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优势，在继承与发展

治理历史经验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

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现代社会条件下，治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形

成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本学科依据法学学科交叉教育学学科，研究教育

领域的法律治理，促进教育领域的法律完善。治理学涉及教育学、法学

等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原理，探寻“共治”和“善治”架构，包括教育政

策与法律、教育活动的法律治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益维护等知

识。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公私协同性，治理价值的过程性，

治理效果的持续性，决定了综合借鉴运用法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

法对教育领域法律治理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交叉研究是本学科的基本

研究方法。 

二、适用范围 

一级或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治理学 

教育法治研究 

法哲学与国家治理研究 

国际法与全球治理研究 

公法与国家治理研究 

 

三、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广博深厚的法律治理理论素养、高度的创新精神、独立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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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实践能力，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研究型、高层次法律治理

专门人才。 

具体目标包括：热爱教育事业，富有奉献精神和良好的专业品格；

具有深厚的法律治理理论素养，敏锐的教育治理问题意识，扎实的研究

能力，开放的国际专业视野；能够洞察教育治理实践的需求，对教育治

理实践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与教育治理实践者进行开放性对话

的能力。 

四、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4 年，学习年限为 4-6 年。全日

制学术型直博生基本学制为 5 年，学习年限为 5-7 年。  

五、培养方式 

1.导师负责制。充分发挥导师组作用，鼓励跨学科与联合培养。 

2.全日制学习。分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类：定向就业博士生的

个人人事档案、工资关系等不转入学校，但须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保证

在校脱产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年；非定向就业博士生的人事档案、工资关

系等均须转入学校。 

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0111000001001 第一外国语 1 72 2 考试  

0111000002002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含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

作选读） 

1 54 3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0111040100001 
中外主文献研读（含研究

生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36 2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04 教育基本理论专题研究 2 36 2 考查 教育学部 

0111040100090 法学前沿 1 36 2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1 法理学专题 1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专 0111040100092 法律治理理论与实践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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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课 
0111040100093 法治教育专题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4 教育政策研究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选 

 

修 

 

课 

0111040100095 先秦诸子法哲学专题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6 国际法治前沿研究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7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专题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8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经典

文献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099 
西方近现代国家治理经

典文献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100 发达国家法律治理实践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101 
中国治理现代化理论与

实践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102 国外教育立法专题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103 规制与治理研究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0111040100104 犯罪治理研究 2 18 1 考查 导师团队 

 第二外国语    考查 外国语学院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0110040100004 教育理论专题研究（1） 1 18 

备注：教育学类硕士考生无

须补修；法学专业（含学士

或者硕士）考生须选修 1、2、

3；非法学专业考生和同等学

力考生须选修 1、2、3、4。 

0110040100005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2） 1 18 

0110040100006 教育法基本理论（3） 1 18 

0110040100007 法理学研究（4） 1 18 

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20  学分（具体由各学科自定）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17 学分（含学术活动 2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本表格可加行。 

（二）学术活动 

1.学术报告。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15 次学术报告，作学

术报告累计不低于 3 次。 

2.学术会议。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不低于 1 次，提供会议发言

或论文收录等证明。 

3.课题研究。参加本专业领域的 C 类及以上科研课题，或主持西南大

学校级及以上研究课题，课题认定标准参照按（西校﹝2015﹞621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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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执行。 

4.博士生在读期间完成上述 3 类活动，获得 2 学分。 

（三）实践训练  

1.教学实践 

①在导师指导下，担任助教应经历一个完整的课程教学周期，试讲

课程不少于 6 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 学时。完成教学实践后，

由导师出具包括其课程名称、课时、工作内容、工作量的证明材料。 

②入学前有 2 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去

教学实践考核，但须提供有关证明。 

2.社会实践 

①参与相关的志愿者活动、支教活动、服务性学习等无报酬活动至

少 30 小时。由相关单位出具包括活动性质、活动内容、工作时间、工作

贡献等内容在内的证明材料。 

②组织或单独开展调查、考察等活动，并提交相关报告。 

3.博士生必须进行教学实践，选择性参加社会实践，两项活动均不记

学分。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博士研究生须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科综合考试后才能开题。 

2.选题要求 

博士论文的选题应该具有基础性、创新性或前沿性，有较强的理论

意义或较高的实践价值，并对相关主题的已有研究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

解。 

3.开展形式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综述性论文不得作为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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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量要求 

①从论文开题到答辩，博士学位论文持续研究时间不少于 2 年。 

②博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不包括论文摘要、文献综述、参考文献、

附录、致谢等）字数不少于 10 万字。 

5.学术规范要求 

①博士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百分比不超过 15%，错别字、标点符号错

误、外文拼写错误、笔误和校对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万分之一。 

②博士论文研究期间，相关调查数据、访谈材料、记录文本等原始

材料应予以妥善保存以备查验。 

6.写作格式要求 

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

执行。 

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

审核，应于入学 1 个月内完成。 

（二）课程考核 

1.课程考核的方式包括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由任课教师

负责。 

2.博士生公共课采用考试方式；博士生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线为

75 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 分。 

（三）学术活动考核 

在学术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

报告，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四）实践训练考核 

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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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总结，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五）学科综合考试 

1.考试时间。①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须在博士生修完学分之后

进行。②学科综合考试在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末之前进行。 

2.考试内容。考查博士生的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科研实践能

力、主文献研读等内容，重点考查博士研究生的主文献研读基础和文献

使用能力。 

3.考试组织。①成立学科考试委员会，由学科考试委员会主持考试

工作。②学科考试委员会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五名以上教授、副教授

（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③考试委员会主席由教授（或相当职称的

专家）担任。导师可以参加考试委员会，但不能担任主席。④考试委员

会报学部学术分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学部学术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

行考试。⑤考试委员会聘请一名秘书作学科综合考试的记录。 

4.考试方式。①学科综合考试采用笔试、口试或口笔兼试等方式进

行。②考试大纲、命题、阅卷等由考试委员会安排专人负责，填写《西

南大学博士学科综合考试记录表》。 

5.考试要求。①考试结果按合格、不合格两级评定，并根据考核内

容要求给出评语。②考试成绩达到合格者，可进入（或继续）博士学位

论文工作。③第一次考试不合格，允许进行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不

合格者，视其情况，予以退学或转读硕士学位。④逾期未参加学科综合

考试者，按不合格处理。⑤及时公示考试结果及处理意见，公示期不少

于 5 个工作日。 

（六）学位论文 

1.博士研究生开题采取公开论证方式进行，由五名及以上具有正高

职称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公开的开题报告论证会。 

2.博士研究生论文开题后 1 年内需进行中期汇报，由本学科导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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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核。 

3.博士研究生提交学位申请前需先进行论文查重，论文文字重合百

分比不超过 15%。 

4.博士研究生论文需进行预答辩，预答辩由五名及以上具有正高职

称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公开进行。专家小组在博士预答辩后集体评定预答

辩结果，通过预答辩后方可进行论文盲评。预答辩在通过论文查重后进

行。 

5.博士研究生论文在通过预答辩后方可参加盲评。校外盲评专家不

得少于 3 人，2/3（含）以上赞同答辩方可参加论文答辩。 

6.博士研究生论文需进行公开答辩，论文答辩会由五名及以上具有

正高职称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其中校外专家不得少于 2 人，并由校外专

家担任答辩主席。2/3（含）以上答辩专家通过论文答辩后，报送西南

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七）学术成果要求 

博士生申请学位授予，学术成果要求按照《西南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学术成果要求管理规定》执行。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的学

习和考核，增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若硕士期间已修这

两门课程并有合格成绩，博士期间则可免修。其它要求按相应学科专业

的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有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学科需提供对应英

文版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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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所在培养单位学术分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部学术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