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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学院简介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源起于 1934年甘肃学院文史系，

前身为 1946年成立的兰州大学历史学系，著名国学大师顾颉

刚教授任首届系主任，著名史学家张舜徽、史念海、杨向奎、

王树民等教授在系内执教，此后赵俪生、张孟伦、李天祜、

汤季芳等著名教授又相继执教于历史学系。前辈学者的不断

努力奠定了兰州大学历史学系在全国综合性重点高校中的地

位，同时也开创了“辛勤耕耘，严谨求实”的系风。2004 年 7

月，历史学系改建为历史文化学院。2015年 12月，与民族学

研究院合并，组建新的历史文化学院。

学院现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 个（敦煌学研

究所、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培育）”1个，国家重点学科 1个（民

族学），国家重点学科（培育）1个（历史文献学），省级重点

学科 2个（中国史、民族学），甘肃省优势学科 2个（中国史、

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个[中国史（敦煌学）、民族学]，

一级学科博士点 2个（中国史、民族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点 4个(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民族学)，国家文科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个（历史学），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

业建设点 1个（历史学），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历史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历史学、民族学），

学院设有 4个本科专业（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博物馆学、

民族学），另有历史学基础理论班和历史学强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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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院有教职员工 111人，其中专任教师 97人，教

辅人员 14人。教师中有教授 41人，副教授 34人，青年研究

员 3人，讲师 19人，另有外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5人；博士

学位获得者 88人；有博士生导师 36人（兼职博导 7人），硕

士生导师 87人（兼职硕导 1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

青年学者 1 人，国家级青年拔尖人才 1人，国务院学科评议

组成员 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人，中央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6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7

人，甘肃省飞天特聘教授 1 人，甘肃省青年飞天学者 2人，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2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

师 1人，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1人，教育部历史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教育部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1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1人。

二、专业及专业方向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校内专业代码 专业英文名称 学制 学位授予

民族学 030401 320104 Ethnology 4 法学

历史学 060101 320101 History 4 历史学

世界史 060102 320110 World History 4 历史学

文物与博物

馆学
060104 320109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4 历史学

三、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及联系电话

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教学院长 李 洁 0931-8913704
教学秘书 王雪艳 0931-891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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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文物与博物馆学，属于历史学类，专业代码 060104。学

制四年。主干学科为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及历史学。

与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化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对按

规定修满学分并符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学生，可授予

历史学学士学位。

文物与博物馆学以考古学为基础。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

包括文物学与博物馆学，其中文物学是以研究、整理和保护

文物为目的的学科，博物馆学则是研究博物馆的性质、特征、

社会功能、实现方法、组织管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学

科。

1955-1956年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在兰大任教，讲授《考古

学通论》《商周考古》和《古文字学》等考古学专业课程，开

启了兰州大学考古学的教学。

2003年开设了博物馆学本科专业，同年成立博物馆学系

并开始本科招生。2008年获批考古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9

年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2011年考古学调整为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成立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2017年博物馆学

系调整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2021年与敦煌研究院、甘肃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联合共建成立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目前在职教师 13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7人，讲师

2人、实验技术人员 1人。其中 11人具有考古学或历史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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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团体资质。在文物研

究、博物馆学理论及陈列、佛教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墓葬

考古、科技考古及美术考古研究等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承担完成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出版了具有影响的学术

著作多部；编写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考古及博物

馆学系列教材”。为甘肃省一流专业建设点。本专业还聘请了

多位文物与博物馆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专业课兼职教师和

研究生导师，依托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源和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硕士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立足

西北，面向全国，培养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深厚、理论基础

与专业技能扎实，知识面宽广，具备国际视野，有着健康体

魄与家国情怀的创新引领型人才。培养具有扎实的历史学、

考古学、文物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艺术史、博物馆

学理论、藏品管理、陈展策划、博物物馆公众教育等专业基

础知识和田野考古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以适应国家文博

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毕业要求

（一）思想政治和德育方面

1.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和人生观；有遵纪守法、敬业爱岗、热爱劳动、艰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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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团结合作的品质。

2.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校内外各项活动；发扬勤俭作风，

团结同学，善于合作，养成良好的品格。

3.勤奋求实，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心理素质，养成诚实守

信严谨治学的学习品格。

4.遵纪守法，严守社会公德，提高思想品德修养。

（二）知识和业务方面

具有系统的知识结构和全面的知识体系，开阔的学术视

野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熟悉并掌握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

博物馆学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了解国内外文

博领域的重要动态；能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

和认识历史及相关专业问题，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文

学素养，强烈的探究精神和自强品格。文物与博物馆学与其

它学科如地质、地理、生物、化学等有密切的交叉与融合，

应掌握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

掌握资料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具备提出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拥有较强的古汉语解读能力及现代汉语表达

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外文资料，

可用外语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熟练掌握电脑、互联网及专

业设备等现代技术手段，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

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文博专业知识的能力，具备综合

工作能力和出色的协调能力。

通过科学系统的学习、训练和实践，学生应以考古学为

基础，具备田野考古发掘技能，能够开展相关的田野考古调

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具有相应的考古学研究能力。熟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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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文物学与博物馆学相关研究与展示的基本能力。 同时，了

解历史学、美术史、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具备文献解读

及田野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的基本能力。

（三）体、美、劳方面

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符合国家规定

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和军事训练要求。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实践活动，

养成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四、专业学制、学分及授予学位

（一）学制

学制 4年

（二）学分

145学分

（三）学位

历史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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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结构与学时学分分配总表

课程类型 课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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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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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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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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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育类
纳入通识教育类课程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模块，按照《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美育教育的实施办法》（校党委发〔2020〕103号）要求执行。
/

劳育类
纳入第二课堂，按照《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育的实施办法》（校党委

发〔2020〕104号）要求执行。
/

心理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36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专业特点、各年级学生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贯穿培养全过程，致力于提升学生

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能力，提升学生学业和职业规划能力，具体要求由学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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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类

课程实践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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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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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说明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公共

必修环节

阅读、写作与沟通

覆盖培养全过程，由学院确定每学期学生须阅读的书籍和文献，分学期通过阅读心得、

分享会等方式开展阶段考核，在毕业学年最后一学期由学院进行综合考核（纯外文类

的书籍和文献、阅读心得、分享交流应不少于一定比例）。

0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依据专业特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开设，每学期不少于 2个学时，由各领域专家组

成授课团队，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授课，内容包括学科前沿、行业发展方向和学科交

叉发展等。

0

国家安全教育（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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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识教育

类、跨学科

类课程

通识教育

课程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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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模块每个模块要求学生修读不少于 2学分的课程，在通识教育类模块总计至少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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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模块属于美育类课程，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必修。

8

9.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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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概论、考古学概论、中国古代史（一）、中国古代史（二）、世界上古中古史（上）、

世界上古中古史（下）
18

37.9%

342

专业核心课
博物馆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考古学（上）、中国考古学（下）、田野考古学、文化

遗产概论、文物学概论、科技考古、博物馆陈列设计、考古学实验
29 558

集中实践环节 毕业实习 8 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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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说明 学分
占总学分

比例
学时

专

业

发

展

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进阶类课程：逻辑学导论、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墓室壁画、美术考古、丝绸

之路文物专题、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石窟寺考古、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碑刻文献学概论

12

21.4%

216

专业交叉类课程：动物考古、环境考古、中西文明史专题、世界文明史专题、中亚史

专题、中西交通史
5 144

专业应用类课程：文物保护学概论、生物学概论、地质学概论、博物馆藏品管理、外

文文献选读、中国美术史、中国道教史
5 144

学年论文 3

毕业设计（论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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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时学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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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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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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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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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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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111 新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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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113 社会主义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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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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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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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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生涯规划
1303222
1303223
1303224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1）（2）（3）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Introduction of History
（1）（2）（3） 2 2 1、2、

6

阅读、写作与沟通 407303001 阅读、写作与沟通 World History Book Reading Report 0 1-8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407303003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World History Frontiers and Interdisciplinary 0 1-6

国家安全教育 406107010 国家安全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0 0

暑期学校 406107009 暑期学校 Summer Schoo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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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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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107001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Social Practice 2 2 5

406107002 生产劳动（劳育） Productive and Physical Labor 2 2

406107003 思想成长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1 1

406107004 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1

406107005 志愿公益 Volunteering and Public Service 1 1

406107006 文体活动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0 0

406107007 工作履历 Work Experience 0 0

406107008 技能特长 Skills and Specialties 0 0

注：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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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趣进行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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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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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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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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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必修课

专业基础课

304303003 考古学概论 General Theory of Archaeology 4 3 1

1303001 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 3 3 2

1303005 中国古代史（一）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 3 3 1

1303059 中国古代史（二）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I 3 3 2

1303004 世界上古中古史（上） Ancient World History 3 3 1

1303062 世界上古中古史（下） Medieval World History 3 3 2

专业核心课

1303095 博物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useology 3 3 3

1303084 古代汉语 Classic Chinese 3 3 2

1303096 中国考古学（上） Chinese Archaeology(1) 3 3 3

1303097 中国考古学（下) Chinese Archaeology(2) 3 3 4

1303098 田野考古学 Field Archaeology 3 3 3

1303053 文化遗产概论 Cultural Heritages 3 3 4

105303010 文物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Relics 3 3 4

1303101 科技考古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eology 3 3 5

1303052 博物馆陈列设计 Museum Display Artistic Design 3 3 3

205303001 考古学实验（毕业实习后段） Experimental archeology 4 2 5

集中实践环节 5063030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work / 8 4

专业

发展课
专业选修课

专业进阶类

课程

1303093 中国古代书画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f Chinese 2 2 4

1303102 美术考古 Art archaeology 2 2 7

107303020 中国古代墓室壁画 Ancient Chinese Tomb Murals 2 2 3

1304028 逻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ogic 2 2 5

1303083 丝绸之路文物专题 Silk Road Cultural Relics 2 2 6

1303092 中国古代玉器 Ancient Chinese Jade 2 2 5

https://fanyi.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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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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094 中国古代青铜器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2 2 7

107303021 石窟寺考古 Grotto Archaeology 2 2 5

1303051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y 2 2 5

1303050 碑刻文献学概论 Inscription Literatures 2 2 5

专业交叉类

课程

307303034 动物考古 Animal archaeological 4 2 5

307303036 环境考古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 2 5

1303069 中西文化交流史 Culture Communion Histor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3 3 7

107303003 中西交通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2 2 4

1303054 世界文明史专题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2 2 3

1303073 中亚史专题 Special Subjects on Central Asia History 3 3 5

专业应用类

课程

307303002 文物保护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4 2 7

1303108 生物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2 2 7

1303147 地质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Geology 2 2 6

1303113 博物馆藏品管理 Museum Collections Management 2 2 7

1303070 外文文献选读 Foreign Selected Literatures 3 3 5

1303091 中国美术史
Chinese

Art History
2 2 4

1303125 中国道教史 Chinese Daoism History 2 2 5

1032197 学年论文 Term Thesis 3 6

毕业设计（论文） 1303132 毕业论文 Graduatin Dissertatin 6 8

注：学生选修本专业的课程至少要达到 18学分，实践类选修课程注明必选的，为本专业学生的必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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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计划

教学计划总体安排一览表

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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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公共
必修
课程

必修 1309194 思想道德
与法治

Value Morality
and Rule of Law 3 3 54 54 54 实践环节有专门的

思政课实践课程

必修 1309195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3 54 54 54 实践环节有专门的

思政课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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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环节有专门的
思政课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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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3 3 54 54 54 实践环节有专门的
思政课实践课程

必修

1309064
1309065
1309066
1309067
1039198

形势与政策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olicies 2 2 36 36 7.2 7.2 7.2 7．2 7.2 实践环节有专门的
思政课实践课程

选修 1309110 中共党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 3 36

18 18 开课学期春、秋

选修 1309111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开课学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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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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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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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期春、秋

选修 1309113 社会主义
发展史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开课学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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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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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48 18 18 112 36+112 实践学分 2分

必修 1087203 大学生心理健
康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 2 36 18 18

必修
1303222
1303223
1303224

职业生涯发展
与规划

（1）（2）（3）

Career
Development
Planning：

Introduction of
History

（1）（2）（3）

2 2 36 10 10 16
覆盖
培养
全过程

第二课堂

必修 406107001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2 72 36 36 72 实践课

必修 406107002 生产劳动
Productive and

Physical Labor
2 2 72 72 72 实践课

必修 406107003 思想成长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1 1 36 36 实践课

选修 406107004 创新创业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
1 1 36 36 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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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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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p

选修 406107005 志愿公益

Volunteering

and Public

Service

1 1 36 36 实践课

选修 406107006 文体活动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0 0 0 0 实践课

选修 406107007 工作履历
Work

Experience
0 0 0 0 实践课

选修 406107008 技能特长
Skills and

Specialties
0 0 0 0 实践课

公共
必修
环节

必修 407303001 阅读、写作与沟
通

World History
Book Reading

Report
0

覆盖
培养
全过程

必修 407303003 前沿与学科交
叉讲座

World History
Frontiers and

Interdisciplinary
0

非毕业年级学生每
学期不少于 2个

学时

必修 406107010 国家安全
教育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0 0 0 线上
课程

必修 406107009 暑期学校 Summer School 0 0 0
在校
期间

应至少参加 1次
科学精神
与生命关

怀
选修 8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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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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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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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科
专
业
课
程

专业
必修
课

专业
基础课

必修 304303003 考古学概论
General Theory of
Archaeology 3 4 72 36 36 72 实践学分 1分

必修 1303001 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Historiograph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05 中国古代史
（一）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59 中国古代史
（二）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I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04 世界上古中古
史（上）

Ancient World
Histor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62 世界上古中古
史（下）

Medieval World
History 3 3 54 54 54

专业
核心课

必修 1303095 博物馆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Museolog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84 古代汉语 Classic Chinese 3 3 54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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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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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必修 1303096 中国考古学
（上）

Chinese
Archaeology(1)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97 中国考古学
（下）

Chinese
Archaeology(2)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53 文化遗产概论 Cultural Heritages 3 3 54 54 54

必修 105303010 文物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Relics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98 田野考古学 Field Archaeolog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101 科技考古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eology

3 3 54 54 54

必修 1303052 博物馆陈列
设计

Museum Display
Artistic Design 3 3 54 54 54

必修 205303001 考古学实验
Experimental
archeology 2 4 72 36 36 72 实践学分 2分

集中实践
环节

必修 5063030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work 8 6周 2周 4周 6周

1周实习前培训、
4周田野实习
1周室内初整理

专
业
发
展
课

专业
选修
课

专业进阶
类课程

选修 1303093 中国古代书画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f

Chinese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102 美术考古 Art archaeology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3020 中国古代墓室
壁画

Ancient Chinese
Tomb Murals 2 2 36 36 36

选修 1304028 逻辑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ogic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83 丝绸之路
文物专题

Silk Road
Cultural Relics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92 中国古代玉器
Ancient Chinese

Jade 2 2 36 36 36

https://fanyi.so.com/
https://fanyi.s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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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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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选修 1303094 中国古代
青铜器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2 2 36 36 36

选修 107303021 石窟寺考古
Grotto

Archaeology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51 中国历史地理
概论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y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50 碑刻文献学
Inscription
Literatures 2 2 36 36 36

专业交叉
类课程

选修 307303034 动物考古
Animal

archaeological 2 4 72 36 36 72 实践课。实践学分 2
分，为必选课

选修 307303036 环境考古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 4 72 36 36 72 实践课。实践学分 2

分，为必选课

选修 1303069 中西文化
交流史

Culture
Communion

Histor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3 3 54 54 54

选修 107303003 中西交通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portation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54 世界文明史
专题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73 中亚史专题
Special Subjects
on Central Asia

History
3 3 54 54 54

专业应用
类课程

选修 307303002 文物保护学
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2 4 72 36 36 72 实践学分 2分，为必
选课

选修 1303108 生物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147 地质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Geology 2 2 36 36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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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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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线上 线下

选修 1303113 博物馆藏品
管理

Museum
Collections
Management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070 外文文献选读
Foreign Selected

Literatures 3 3 36 36 36

选修 1303091 中国美术史
Chinese

Art History 2 2 36 36 36

选修 1303125 中国道教史
Chinese Daoism

History 2 2 36 36 36

必修 1032197 学年论文 Term Thesis 3 3 实践（第 3学年）

毕业设计
（论文）

必修 1303132 毕业论文
Graduatin
Dissertatin 6 6 实践

总计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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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的关联度矩阵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要求 1：思想政治和德体 要求 2：基础知识 要求 3：专业技能

指标点
1-1

指标点
1-2

指标点
1-3

指标点
2-1

指标点
2-2

指标点
2-3

指标点
2-4

指标点
2-5

指标点
3-1

指标点
3-2

公共
必修
课程

公共
必修
课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形势与政策 H

思想政治类
（选择性必修课）

中共党史 H

新中国史 H

改革开放史 H

社会主义发展史 H

外语类 大学英语 H

军体类
体育 H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H

心理健康类 大学生心理健康 H

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M M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类课程实践教学） M M

生产劳动（劳育） M M

思想成长 M

创新创业 M M

志愿公益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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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要求 1：思想政治和德体 要求 2：基础知识 要求 3：专业技能

指标点
1-1

指标点
1-2

指标点
1-3

指标点
2-1

指标点
2-2

指标点
2-3

指标点
2-4

指标点
2-5

指标点
3-1

指标点
3-2

文体活动 M

工作履历 M

技能特长 M

公共
必修
环节

阅读、写作与沟通 阅读、写作与沟通 M

前沿与学科
交叉讲座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H

国家安全教育 M M

暑期学校 M

通识
教育
类、跨
学科
类课
程

通识
教育
课程

科学精神与生命关怀 M

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 M

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美育） M

思维训练与科研方法 M

跨学
科类
课程

跨学科贯通课程 M

专业类在地国际化课程 M

非学生所在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 M

学科专业课
程

专业必
修课

专业基础
课

考古学概论 H M M

史学概论 H M

中国古代史（一） H M

中国古代史（二） H M

世界上古中古史（上） H M

世界上古中古史（下） H M

博物馆学概论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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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要求 1：思想政治和德体 要求 2：基础知识 要求 3：专业技能

指标点
1-1

指标点
1-2

指标点
1-3

指标点
2-1

指标点
2-2

指标点
2-3

指标点
2-4

指标点
2-5

指标点
3-1

指标点
3-2

专业核心
课

古代汉语 H

中国考古学（上） H M

中国考古学（下） H M

田野考古学 H M M

文化遗产概论 H M

文物学概论 H M

科技考古 M H M

博物馆陈列设计 M M

考古学实验（毕业实习后段） H M

集中实践
环节

毕业实习 M M

专业发
展课

专业选修
课

专业
进阶
类课
程

中国古代书画 M M M

美术考古 M M M

中国古代墓室壁画 H M M

逻辑学导论 H

丝绸之路文主物专题 M M

中国古代玉器 M M

石窟寺考古 H M M

中国古代青铜器 M M

碑刻文献学概论 M M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M M



25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要求 1：思想政治和德体 要求 2：基础知识 要求 3：专业技能

指标点
1-1

指标点
1-2

指标点
1-3

指标点
2-1

指标点
2-2

指标点
2-3

指标点
2-4

指标点
2-5

指标点
3-1

指标点
3-2

专业
交叉
类课
程

动物考古 M M M

环境考古 M M M

中西文化交流史 M M

中西交通史 M M

世界文明史专题 M M

中亚史专题 M M

专业
应用
类课
程

生物学概论 M

文物保护学概论 M M

地质学概论 M

博物馆藏品管理 M M

外文文献选读 M

中国美术史 M M

中国道教史 M

毕业设计
（论文）

学年论文 M H H

毕业论文 M H H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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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培养目标，选取三大类 10个指标点，具体

如下：

要求 1：思想政治和德体

指标 1-1：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指标 1-2：家国情怀；指标 1-3：健康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要求 2：基础知识

指标 2-1：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深厚；指标 2-2：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扎实；指标 2-3：知识面宽广，具备国际视野；指标 2-4：具有扎实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文化

遗产保护与管理基础知识；指标 2-5：具有艺术史及博物馆学理论、藏品管理、陈展策划、公众教育等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

要求 3：专业技能

指标 3-1：具备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的实践技能；指标 3-2：熟练掌握博物馆学理论、藏品管理、陈展策划、公众教育等博物馆学的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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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修读导引图

课程类型 课程种类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学期 二学期 三学期 四学期 五学期 六学期 七学期 八学期

公共必修

课程

思想政治类
思想道德与法治、形势与政

策
形势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形势

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形势与政

策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

思想政治类(选择性必修课)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至少选一门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

体育 体育 体育 体育 体育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

大学生心理健康 大学生心理健康

职业生涯规划 覆盖培养全过程

第二课堂 社会实践、生产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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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选修。

阅读、写作与沟通 覆盖培养全过程

前沿与学科交叉讲座 非毕业年级学生每学期不少于 2个学时

国家安全教育 线上课程

暑期学校 在校期间应至少参加 1次

通识教育

类、跨学

科类课程

通识教育类课程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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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艺术体验与审美鉴赏为必修；至少应修 8学分。

跨学科贯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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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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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修读 6学分。
在地国际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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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课程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基础课程
考古学概论、中国古代史

(一)、世界上古中古史(上)

史学概论、中

国古代史(二)、

世界上古中古

史(下)

专业核心课程 古代汉语

博 物 馆 学 概

论、中国考古

学(上)、田野考

古学、博物馆

陈列设计

中 国 考 古 学

(下)、文化遗产

概论、文物学概

论

科技考古、考古

学实验

集中实践环节 毕业实习

专 业

发 展

课

专业选

修课

专 业 进 阶

类课程

中国古代墓室

壁画
中国古代书画

中国古代玉器、

石窟寺考古、中

国历史地理概

论、碑刻文献学

概论、逻辑学导

论

丝绸之路

文物专题

美 术 考

古、中国

古代青铜

器

专 业 交 叉

类课程

世界文明史专

题
中西交通史

环境考古、中亚

史专题
动物考古

中西文化

交流史

专业应用

类课程

外文文献选读、

中国道教史

地质学概

论、中国

美术史

生物学概

论、文物

保护学概

论、博物

馆藏品管

理

毕业设计（论文） 学年论文
毕业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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