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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

（强基计划）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名家辈

出，先后有张曦、邓春膏、冯国瑞、杨伯峻、张舜徽、黄

伯荣、祝敏彻、陈毓罴、郑重、胡垲、吴小美、林家英、

柯杨、齐裕焜、张文轩、程金城等一大批知名专家，他们

为文学院的专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国家和社

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众多校友已经成为有

关行业的领导者和业务骨干。

古文字学既是传统的基础学科专业方向，又是新兴的

交叉学科专业方向。作为基础性专业方向，古文字学以汉

字的起源、发展演变、结构原理、字用规律、字形考释等

为基础知识，以各种古汉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

简牍帛书等）的研究为内涵基石；作为交叉性专业方向，

古文字学涉及语言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

个学科，并将随着学科发展不断融合创新，体现多学科协

同育人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课程分为四大体系：

①强基：文字学系列课；②厚本：语言学系列课；③融合：

文献导读系列课；④拓展：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

学系列课。其中主干学科文字学系列基础课程为：文字学

（一年级上）、《说文解字》导读（一年级下）、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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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二年级上）、金文概论（二年级下）、战国文字概

论（三年级上）、秦汉文字概论（三年级下）、近代汉字

研究（三年级上）、古文字学经典论著导读（三年级下）。

以上文字学系列课程，贯通古文字学强基专业本科一至三

年级的学习。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兰州大学古文字学专

业方向将与时俱进，尊重教育规律，坚持因材施教，重视

基础教育，强化学科交叉，立足传统，守正创新，兼顾西

部文化资源特色，关注新媒体时代的专业发展动向，注重

知识与能力并重培养，强调人类精神价值的积极创造，努

力在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引领性作用。随着

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变化，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加强

通识教育，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全面发展。

二、培养目标

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既要培养学生研究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考

古学、书法、诗词格律等学科相关学术问题的基本素质，

也要培养学生整理古文字、分析古文字、考释古文字等方

面的基础能力，以适应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战略需要。

古文字学方向培养的学生，既要具备在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和教育领域从事古文字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能力，也

要具备在新闻出版、文化经营与管理、文化创意、文学艺

术、博物馆等部门和行业从事语言文字应用及编辑、写作

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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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贯通各阶段要求

1.各阶段基本目标要求

本科阶段达成基本目标：掌握汉语言文学尤其是古文

字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其次是具备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

力，再次是具有良好的综合人文素养，具备一定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以及社会竞争力。

硕士阶段达成基本目标：系统掌握古文字学和古籍整

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尤其是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

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以及对中

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的基本方法，同时具备

较为突出的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素

养，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博士阶段达成基本目标：全面深入系统掌握古文字

学、古籍整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能够将所学的知识

和理论运用到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中，可以释读古代

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刻辞、青铜器铭

文、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等，能够熟练掌握古籍的审定、校

勘、标点、分段、注释、今译等专门工作。同时对前沿性

的学术问题保持敏锐的学术意识，并能自觉参与这些话题

的讨论。具备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国际视野，具有卓越

的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2.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办法。古文字学方向“强基

班”按照“3+3”本硕与“3+5”本博衔接方式培养。根据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实行阶段考核、动态进出和分流制。按

照学校本科生专业考核分流政策，在本科阶段进行考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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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考核通过者进入研究生阶段（3+3 或 3+5）继续学

习，其他学生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习，直至本科毕业，

同时可从普通班中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强基计划班。原则上

淘汰率为 10%—20%，如出现三门及以上专业必修课不及

格的情况，则强制退出强基计划。学生进入“3+3”或“3+5”

阶段后第一学年，成绩合格获得学士学位，并取得研究生

学籍；研究生阶段第一学年期末根据综合测评和学年论文

报告会等进行分流考核，按照考核结果分为“攻读硕士学

位”和“攻读博士学位”两类进行分流。分流至“攻读硕

士学位”的同学可选择文学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古

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等相关专业学习。

3.本硕博衔接的办法“3+3”“3+5”学制中的“3”

是指学生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习年限为三年，另一

“3”是指本硕衔接阶段 3 年，“5”是本博衔接阶段 5

年。

本硕衔接的阶段，开设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等专业方向的特色课程。“强

基班”可根据兴趣选择专业方向，课程考核通过后，计入

本科学分的同时也计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分。硕博衔接阶

段的第一学年，分古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及古

代文学等方向开设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设立讨论班和前

沿讲座。第一学年的期末，通过学年论文报告会等考核方

式，进行分流。分流结果为“攻读博士学位”者在硕博衔

接阶段的第二学年起，学习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学位公共

课、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等课程，转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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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阶段。

4.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学生完成“3”阶段学习，应

修总学分不少于 145 学分，其中通识课、必修课和特色课

的学分不少于 145 学分，成绩合格，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并取得研究生学籍。研究生阶段第一学年期末进行分流考

核，根据考核结果按照“攻读硕士学位”和“攻读博士学

位”两类分流。“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学习期满，应修

研究生阶段学分数不少于 34 分，其中必修学分数不少于

20 分，成绩合格，并完成社会实践、前沿讲座、讨论班、

学位论文等规定的培养环节，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学习期满，应修研究生阶段

学分数不少于 42 分，其中必修学分数不少于 25 分，成绩

合格，并完成社会实践、前沿讲座、讨论班、学位论文等

规定的培养环节，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经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四、毕业及学位论文

汉语言文字学方向主要研究汉语和汉字的历史、现状

及其发展趋势，吸收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

国语言文字，涵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领域，具体

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汉语语法、汉语词汇、文字训诂、

汉语方言、语言接触等。

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整理、中国古

典文献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古代文史文献的

发展，注重古典文献学基本知识学习与基本技能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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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方

志与谱牒研究、目录版本校勘与文献学理论研究、丝绸之

路文学文献等。

中国古代文学方向探讨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古

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消长变化，分析历代作家作品的思想

内蕴与艺术特色，具体研究范围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

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中古文学与文学形

态等。

硕士学位论文应围绕文字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等领域进行选题，掌握原始资料与

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有一定学术深度与价值的见

解，展示作者对该课题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

识，体现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做到材料翔实可靠、论点

明晰、论证有据、逻辑清楚、结构合理、语言流畅、格式

规范。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

博士学位论文应围绕汉语言文字学学、中国古典文献

学、古代文学在导师指导下，广泛调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

事实，阅读古今中外相关文献资料，掌握所选论题的已有

研究成果和前沿研究动态，提出学位论文选题和基本研究

计划。选题应体现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中国语言文学

的基础研究或实际应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启示和学

术价值，做到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的统一，论

点鲜明，思路清晰，内容完整，结构合理，文字流畅，达

到较高的学术水准。

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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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完成必修环节要求，本硕贯通生与本博贯通生达到

在学期间发表科研成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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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兰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标准者，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授予硕士、博士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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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体系（本科阶段）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公共必

修课程

公共必

修课

思想政治类
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
17

33.1%

306

思想政治类（选择性必

修课）
包括：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至少选 1门课程。 2 36

外语类 大学英语。共 12学分，学生通过大学外语六级考试后外语学分可免修。 12 216

军体类 包括：体育课程和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课程 8 292

心理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6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2 36

第二课堂

学生在校期间须获得至少 5个“第二课堂”学分方可毕业。其中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

论课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劳育）、思想成长为必修部分；创新创业、志愿公益、文

体活动、工作履历、技能特长由学生根据需求进行选修。

5 /

公共必

修环节

阅读、写作与沟通

主要以本科生科研兴趣小组、读书会等形式进行。在每学期初由学院按照汉语言文学（古

文字学方向）强基计划专业特色，确定学生必读书籍和文献。阅读、写作能力训练相关

专业课的能力培养部分承担，在课外组织具有专业特色本研贯通的科研兴趣小组，通过

学生参加不同主题的科研兴趣小组，训练阅读、写作与沟通的综合能力。

0 /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学院依靠自身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组建古文字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各领域专家

组成授课团队，同时邀请国内外相关一流专业专家作为重要补充，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

授课。授课内容包括学科前沿、行业发展方向和学科交叉发展等，通过定期专题讲座及

不定期专题讲座形式，帮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行业发展和学科交叉发展情况。非毕业

年级学生每学期不少于 2个学时。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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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国家安全教育（线上） 由学校引进相关线上课程资源，学生根据要求进行修读。 0

/
暑期学校 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次暑期学校。 0

其他必修环节
学生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次文学院本科生学术活动月，全程参与各类讲座、研讨会，

积极参与学术论文投稿。
0

通识教

育类、跨

学科类

课程

通识教

育课程

在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包括通用类在地国际化课程）、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思维训练与科

研方法 4个模块中，每个模块修读不少于 2学分的课程，总计至少修读 8学分（其中修读学校引进网络共享课学分总

计不得超过 3学分）。

8

9.65%

288

跨学科

类课程

包括全校跨学科贯通课程和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学生需至少修读 6学分此类课程。学生如修读非其所在专业开设

的专业课程并取得学分，该学分可认定为跨学科类课程。
6 108

学科专业课程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文字学

逻辑学

信息及数据素养（实践课）

中国语言学史

9

39.31%

180

专业核心课

音韵学

训诂学

古代汉语（1-2）

现代汉语（1-2）

语言学概论

《说文解字》导读

文献学概论

古籍整理与实践 （实践课）

书法研练 （实践课）

45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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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模块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古代文学作品选（1-4）

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外国文学作品选

集中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 3 4 周

专业

发展

课

专业选修课组 1

（理论课）

至少选 10 学分

近代汉语概论

《论语》导读

《孟子》导读

《诗经》《楚辞》导读

《史记》导读

《庄子》导读

诗词格律

10

17.93%

180

专业选修课组 2

（实践课）

至少选 10 学分

简牍学概论

甲骨文概论

金文概论

战国文字概论

近代文字概论

秦汉文字概论

甘肃简牍研读

古文字研读

10 360

毕业设计（论文） 6 /

说明：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强基专业本科阶段课程突出“古文字学方向”的强基特色，研究生阶段课程突出“汉语言文学”各研究方向的专业特色。由

本科阶段“古文字学”之“基”通向研究生阶段“汉语言文学”各研究方向之“专”，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课程与该方向硕士生及博士生课程一致；研究生阶段的

课程及学分要求在方案第十部分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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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学分分配（本科阶段）

（一）公共课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思想政治类

1309194 思想道德与法治 Ideology and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1

13090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3 2

130919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3 3

130919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3 3 4

130919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Introduction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3 5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 2
1、2、

3、4、5

思想政治类（选择

性必修课）

1309110 中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3 2
春秋均开

设

1309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309112 改革开放史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309113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外语类 大学外语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3 12 1、2、3、4

军体类

5051001

5051002

5051003

5051004

体育（1/4）体育（2/4）

体育（3/4）体育（4/4）

Physical Education(1/4)、Physical Education(2/4)、

Physical Education(3/4)、Physical Education(4/4)
2 4 1、2、3、4

5605001
5605002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Military Theory
Military Skills

/ 4 1、2

心理健康类 1087203 大学生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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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2 2 1、2、3

阅读、写作与沟通 阅读、写作与沟通 0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

座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0

国家安全教育 以学校引进的线上课程为准 0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 0

其他必修环节 文学院本科生学术活动月 0

（二）第二课堂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第二课堂

1309068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2 5

生产劳动（劳育） 2

思想成长 1

创新创业 1

志愿公益 1

文体活动 1

工作履历 0

技能特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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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识教育类、跨学科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通识教育类课程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8

春秋均开设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美育）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跨学科类课程

跨学科贯通课程

6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非学生所在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

（四）学科专业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专业课选课说明：专业必修基础课 9 学分，重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夯实和逻辑思维、信息及数

据素养的提升。专业核心课 45 学分，以文字学类强基，以语言学类课厚本，以文学、文献学类课拓

展。专业发展课类至少选修 20 学分，文字学系列课注重“强基”“实践”特色，文献导读系列课加

强知识融通。专业发展课深化专业知识，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满足继续深造的需求，为本硕博的贯通

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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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基础课

104301001 文字学 Chinese Etymology 3 3 1

104301002 逻辑学 Logic 3 3 2

204301001 信息及数据素养 Information and data literacy 2 1 3

104301003 中国语言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guistics 2 2 4

专业核心课

205301001 书法研练 Calligraphy training 2 1 1

105301009 《说文解字》导读 Introduction to Shuo Wen Jie Zi 3 3 2

105301010 音韵学 Phonology 3 3 3

105301011 训诂学 Commentariology 3 3 4

105301012（1-2） 古代汉语（1-2） Ancient Chinese（1-2） 4 8 1、2

105301013（1-2） 现代汉语（1-2）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1-2） 3 6 1、2

105301014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2 3

105301015 文献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logy 2 2 1

205301002 古籍整理与实践 Arrangement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Books 2 1 2

105301016（1-4） 古代文学作品选（1-4） Selected works of ancient literature（1-4） 3 12 3、4、5、6

105301017 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Selected work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2 3

105301018 外国文学作品选 Selected works of foreign literature 2 2 4

集中实践环节 506301002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3 3 7

专

专业选修

课组 1（理

论课）至少

选 10 学分

107301032 近代汉语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2 2 6

107301033 《论语》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2 2 1

107301034 《孟子》导读 Introduction to Mencius 2 2 2

107301035 《诗经》《楚辞》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s of

Chu
2 2 3

107301036 《史记》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2 2 4

107301037 《庄子》导读 Introduction to Zhuangzi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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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发

展

课

107301038 诗词格律 Poetical meter 2 2 4

专业选修

课组 2

（实践课）

至少选 10

学分

207301017 简牍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amboo Slips 2 2 1

207301010 甲骨文概论 Introduction to oracle Bone script 2 1 3

207301011 金文概论 Introduction to Jin Wen 2 1 4

207301012 战国文字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Warring States Script 2 1 5

207301013 近代文字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riting 2 1 5

207301014 秦汉文字概论 Introduction to Qin and Han characters 2 1 6

207301015 甘肃简牍研读 The Gansu Slips 2 6 1-6

207301016 古文字研读 Archaism study 1 3 1-6

毕业设计

（论文）
407301001 毕业论文 Thesis / 6 7

七、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本科阶段）

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公
共

公共
必修

必修 1309194
思想道德与

法治

Valu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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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必
修
课
程

课程

必修 1309061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5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s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Socialism

3 3 54 54 54

必修 1309193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3 3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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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s for a New Era

必修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2 36 36 7.2 7.2 7.2 7.2 7.2

选修 1309110 中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 3 36 18 18
春秋均

开设
选修 1309111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选修 1309112 改革开放史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18

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选修 1309113
社会主义发

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必修 大学外语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12 3 216 216 54 54 54 54

具体课

程以分

级教学

实施方

案为准

必修

5051001

5051002

5051003

5051004

体育（1/4）

体育（2/4）

体育（3/4）

体育（4/4）

Physical

Education(1/4)

、Physical

Education(2/4)

、Physical

Education(3/4)

、Physical

Education(4/4)

4 2 144 144 36 36 36 36

必修
5605001

5605002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Military

Theory

Military

Skills

4 148 18 18 112 3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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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必修 1087203
大学生心理

健康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 2 36 30 6 36

必修
职业生涯

规划
2

覆盖
培养
全过程

第二课堂

必修 1309068 社会实践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 2 36 36 36 36

必修 1087001 生产劳动 2 36 36 36

必修 思想成长 1

选修 创新创业 1

选修 志愿公益 1

选修 文体活动 1

选修 工作履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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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选修 技能特长 0

公共
必修
环节

必修
阅读、写作

与沟通
0

覆盖
培养
全过程

必修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0

非毕业年
级学生每
学期不少
于 2 个
学时

必修
国家安全

教育
0

线上
课程

必修 暑期学校 0

在校
期间

应至少参
加 1 次

必修
本科生学术

活动月
0

在校
期间

应至少参
加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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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通
识
教
育
类
、
跨
学
科
类
课
程

通
识
教
育
类
课
程

科学精神
与生命关

怀
选修

8 144

社会科学
与现代社

会
选修

艺术体验
与审美鉴

赏
必修

思维训练
与科研方

法
选修

跨
学
科
类
课

全校跨学
科贯通课

程
选修

6 108
专业类在
地国际化
课程

选修

非学生所
在专业开
设的专业
课程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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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学
科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
基础课

必修 104301001 文字学 Philology 3 3 54 54 54

必修 104301002 逻辑学 Logic 3 3 54 54 54

必修 204301001
信息及数据

素养

Information

and data

literacy

1 2 36 36 36 实践课

必修 104301003
中国语言学

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guistics

2 2 36 36 36

专业
核心课

必修 205301001 书法研练
Calligraphy

training
1 2 36 36 36 实践课

必修 105301009
《说文解

字》导读

Introduction

to Shuo Wen Jie

Zi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1010 音韵学 Phonology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1011 训诂学
Commentariolog

y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1012

（1-2）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8 4 144 144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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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必修
105301013

（1-2）
现代汉语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6 3 108 108 54 54

必修 105301014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2 2 36 36 36

必修 105301015 文献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logy
2 2 36 36 36

必修 205301002
古籍整理与

实践

Arrangement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Books

1 2 36 36 36 实践课

必修
105301016

（1-4）

古代文学作

品选（1-4）

Selected works

of ancient

literature

（1-4）

12 3 216 216 54 54 54 54

必修 105301017
现当代文学

作品选

Selected work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2 36 36 36

必修 105301018 外国文学作 Selected works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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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品选 of foreign

literature

集中实
践环节

必修 506301002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3 3 108 108

1

0

8

专
业
选
修
课

专业选
修课组 1

理论课

（至少
选修 10
学分）

选修 107301032
近代汉语概

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hinese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3
《论语》导

读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4
《孟子》导

读

Introduction

to Menciu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5
《诗经》《楚

辞》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ongs of Chu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6
《史记》导

读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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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专

业

发

展

课

Historian

选修 107301037
《庄子》导

读

Introduction

to Zhuangzi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1038 诗词格律 Poetical meter 2 2 36 36 36

专业选
修课组 2

实践课

（至少
选修 10
学分）

选修 207301017 简牍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amboo Slips

2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0 甲骨文概论

Introduction

to oracle Bone

script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1 金文概论
Introduction

to Jin Wen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2
战国文字概

论

Introduction

to the Warring

States Script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3
近代文字概

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1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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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性

质
序
号

课程
编号

课程
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学时
总数

课时分配 各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理论
讲授

习
题
讨
论

实
验
实
践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
四
学
年

第五
学年

1 2 3 4 5 6 7 8 9 1
0线

上
线
下

writing

选修 207301014
秦汉文字概

论

Introduction

to Qin and Han

characters

1 2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5
甘肃简牍研

读
The Gansu Slips 6 2 216 216 36 36 36 36 36 36

选修 207301016 古文字研读 Archaism study 3 1 108 108 18 18 18 18 18 18

毕业设计
（论文）

必修 407301001 毕业论文 Thesis 6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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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的关联度矩阵表（本科阶段）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培养目标指标点 1

古文字研究能力

培养目标指标点 2

古文献阅读能力

培养目标指标点 3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培养目标指标点 4

文学艺术审美鉴赏能力

培养目标指标点 5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能力

公 共 课

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L L L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L M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M H

形势与政策 L L

中共党史 L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L L

改革开放史 L L

社会主义发展史 L L

外语 L

体育 L

军事理论

军事技能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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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 L

职业生涯规划 H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

教学）
L L L

生产劳动（劳育） L L

思想成长 L L L L

创新创业 L L M M M

志愿公益 M M M M M

文体活动 L L M M M

工作履历 L L M M M

技能特长 H H M M M

通识教育类、

跨学科类课程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H H H M M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L L L L L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 L L L H M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H H H H M

全校跨学科贯通课程 L L L L M

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M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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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

文字学 H M M M M

逻辑学 L L M L

信息及数据素养 L L M L

中国语言学史 M M M

专业必修课

书法研练 H L H

《说文解字》导读 H H M

音韵学 M L M

训诂学 M M L L

古代汉语（1-2） M M M M M

现代汉语（1-2） M L H M L

语言学概论 L L M L

文献学概论 M H M M

古籍整理与实践 H H M

古代文学作品选（1-4） M H M H H

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L L L H L

外国文学作品选 L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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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H H H M H

专业发展课

简牍学概论 M M L M

甲骨文概论 H M M L

金文概论 H M M L H

战国文字概论 H M M L H

近代文字概论 H M M L H

秦汉文字概论 H M M L H

甘肃简牍研读 H M L H

古文字研读 H M L H

近代汉语概论 M M M H

《论语》导读 M H L M H

《孟子》导读 M H L M H

《诗经》《楚辞》导读 M H L M H

《史记》导读 M H L M H

《庄子》导读 M H L M H

诗词格律 M M L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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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H M H M M

注：1.根据课程对各项培养目标指标点的支撑强度分别用“H（评价）\M（强调）\L（覆盖）”表示课程对该培养目标贡献度的大小。

2.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门课程覆盖培养目标指标点的多寡，每门课程对各项培养目标的支撑强度应有具体依据，每项培养目标能够完全被相关的课程支撑。

3.教学环节：课程、实践环节、训练等，矩阵应覆盖所有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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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读引导图（本科阶段）

公共必修 专业基础 专业核心 专业实践 专业进阶 通识教育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思
政

体
育

大
学
英
语

文
字
学中

国
语
言
学
史

音

韵

学

训

诂

学

语
言
学
类
系
列

文
献
学
类
系
列

文
字
学
类
系
列

课
程
实
践

专
业
实
践

古
文
字
学
课
组

文
献
导
读
课
组

通
识

贯
通

毕业论文

本
研
贯
通
课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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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究生阶段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说明：研究生阶段第一学年课程在本科生阶段第四学年修读，形成本研贯通培养。“3+3”本硕

贯通培养，在研究生阶段修读学分要求达到硕士生的学分要求，至少修读 34 学分；“3+5”本博贯通

培养，在研究生阶段修读学分要求达到博士生的学分要求，至少修读 42 学分。本硕贯通生和本博贯

通生，根据导师指导及学生个人学术兴趣，选择研究生阶段的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其

中任一方向作为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方向。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本硕贯

通生
本博贯通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本硕贯通生≥ 8 学分

本博贯通生≥ 10学分

3090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秋 不修 必修

30901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秋 必修 必修

309012002 形势与政策 1 18 秋 必修 必修

3040120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春、秋 2 选 1,最

小 1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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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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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2100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 18 春 不修 选修

307012001 综合英语 4 72 春、秋 5 选 1,最

小 4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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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硕贯通生≥ 8 学分

本博贯通生≥ 8 学分

301133001 论文写作指导与专业英语 2 36 秋 必修 必修

301133002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3 54 秋

5 选 2,最

小 6学分,

必修

5 选 2,最小 6学

分,必修

301133003 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3 54 春

301133004 中国古代诗歌史 3 54 秋

301133005 语义学与语用学 3 54 春

301133006 20 世纪西方文学研究 3 54 春

学科方向课

本硕贯通生≥ 9 学分

本博貫通生≥ 12学分

301143009 汉字学 3 54 秋 选修 选修 汉语言

文字学

本硕贯

通生必

301143010 训诂学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43011 音韵学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43012 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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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3011430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43014 汉语史研究 3 54 秋 不修 选修 汉语言

文字学

本博贯

通生必

修

301143015 文献语言研究 3 54 春 不修 选修

301143016 类型学与语言接触研究 3 54 春 不修 选修

301143017 中国古代文化史 3 54 秋 选修 选修 中国古

代文学

本硕贯

通生必

修

301143019 中国古代小说史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43022 中国古代戏曲重要问题研究 3 54 秋 不修 选修 中国古

代文学

本博贯

通生必

301143023 中国学术史 3 54 春 不修 选修

301143024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3 54 秋 不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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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301143018 古典文献学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中国古

典文献

学与中

国古代

文学本

硕贯通

生必修

301143020 古籍整理与实践 3 54 秋 选修 选修 中国古

典文献

学本硕

贯通生

必修

301143021 版本目录学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43025 文献字用研究 3 54 秋 不修 选修 中国古

典文献301143026 版本目录学专题研究 3 54 秋 不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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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301143027 校勘学 3 54 秋 不修 选修

研究方向课

本硕贯通生≥ 3 学分

本博贯通生≥ 6 学分

301153011 中国语言学史 3 54 秋 选修 选修 汉语言

文字学30115301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52014 古代传记文献学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中国古

典文献

学

301152015 古典文献学专题研究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53013 中国古代诗歌重要问题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中国古

代文学

301153016 唐宋诗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53017 唐宋词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53018 唐宋诗学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53019 唐宋散文研究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53020 明清小说专题研究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53021 元明清诗文专题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53022 元明清戏曲专题研究 3 54 春 选修 选修

301153023 楚辞研究 3 54 春 选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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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53024 先秦散文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301153025 两汉文学研究 3 54 秋 选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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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硕贯通生

SS182001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所有研究 生确定学位论文

选题、提出研究计划的 必修环节。所

有研究生应在第三学期末提交文献综

述，参加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报告应

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以答辩形

式公开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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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硕贯通生转入硕士阶段学习后，

最迟在第三学期前完成。

SS182002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旨在对研究生的学业进展、学

习能力、论文进展、日常表现等进行全

1

本硕贯通生转入硕士阶段学习后，

最迟于硕士阶段第四学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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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检查，并对其后续学业安排提出意

见、建议和要求。中期考核通过者，方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SS182003

学术研讨和学术交

流

学术研讨（seminar）是导师或导师组

对研究生 进行日常培养的重要形式，

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学术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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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

流：在学期间，必须参加本院组织的学

术前沿问题探讨会、专题讲座或境内外

学术会议。原则上，研究生应至少参加

10 场次学术讲座。

2

每 1-2 周举办一次，每学期不少于

8 次

SS182004

科研训练与劳动实

践

1．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作为课题组成

员参与一项导师或本院其他教师的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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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2.研究生既要掌握学科理论基

础与知识体系，也要锻炼各方面的能

力，包括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工

作能力及学术活动的组织能力。3．在

课程学习中，教师应安排系列专题让研

究生组成学习小组，集体学习和研究，

并按小组或个人进行报告，并提交一份

科研训练报告。4.劳动实践活动包括在

校内各机关部门担任助管或实习、到我

院教学实习基地实习、参加有关部门组

织的社会调查以及其他实践活动，提交

一份劳动实践报告。

SS182005 预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进行预答辩：由研究所

统一组织，在学位论文外审结果确定

后、正式答辩前进行。

0

本硕贯通生在硕士阶段第五学期末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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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贯通生

BS181001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所有研究 生确定学位论文

选题、提出研究计划的必修环节。所有

研究生应在第四学期末提交文献综述，

参加开题报告并通过。开题报告应在本

学科或相关学科范围内以答辩形式公

开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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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博贯通生最迟在转入博士阶段第

四学期前完成

BS181002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旨在对研究生的学业进展、学

习能力、论文进展、日常表现等进行全

面检查，并对其后续学业安排提出意

见、建议 和要求。中期考核通过者，

方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

1

本博贯通生最迟于转入博士阶段学

习的第五学期完成

BS181004

科研训练与劳动实

践

1．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作为课题组成

员参与一项导师或本院其他教师的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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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 2.研究生既要掌握学科理论

基础与知识体系，也要锻炼各方面的能

力，包括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工

作能力及学术活动的组织能力。 3．在

课程学习中，教师应安排系列专题让研

究生组成学习小组，集体学习和研究，

并按小组或个人进 行报告，提交一份

科研训练报告。 4．劳动实践活动包括

在校内各机关部门担任助管或 实习、

到我院教学实习基地实习、参加有关部

门组织的社会调查以及其他实践活动，

提交一份劳动实践报告。

BS181003

学术研讨和学术交

流

学术研讨（seminar）是导 师或导师组

对研究生 进行日常培养的重要形式，

应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学术研讨

2

每 1-2 周举办一次，每学期不少于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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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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交流：在学期间，必须参加本院组

织的学术前沿问题探讨 会、专题讲座

或境内外学术会议。原则上，研究生应

至少参加 10 场次学术讲座。

BS181005 预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进行预答辩：由研究所

统一组织，在学位论文外审结果确定

后、正式答辩前进行。

0

本博贯通生的博士阶段第九学期末

完成

BS181007 资格考试

资格考试为博士生的必修环节，由学科

点组织，通过资格考试后，方可进行开

题报告。

0

本博贯通生转入博士阶段后的第三

学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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