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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考古学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予点基本情况

2003 年，兰州大学设立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2009 年，二

级学科“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点获批，2009 年正式招生硕

士研究生。2011 年，升级为考古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20 年，兰州大学获得考古发掘团体资质，并于 2021-2024 连

续三年获批国家文物保护重点项目《甘肃崇信丈八寺遗址发掘与研

究》。

2021 年，成立兰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整合校内资源

环境学院、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相

关资源，与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共建人才培养基地。

2023 年，与山西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

联建，协同敦煌研究院、云冈研究院、龙门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

和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等石窟研究机构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

究生院，联合培养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发展方面的人

才。

现有考古实验室面积 1500 平方米（其中 2022 年新增了榆中校

区实验室 470 平方米），包括图形工作站、文物修复室、三维超景

深显微镜室、动物考古实验室、科技考古实验室、文物标本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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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室等，藏文物标本 2000 多件。

与校内环境考古团队碳十四实验室、环境考古实验室、兰州大学

西北及中亚环境考古中心、兰州大学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国家古代

壁画与土遗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敦煌研究院共建）等平台基本

实现了共享。

研究所积极促进建设高水平的人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工交叉学

科研究团队。现有专职教师 13人（含外籍 1 人），4 人具有国家文

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另有兼职教授 10人。

学科近三年每年招收研究生 16-18 人，共计招收研究生 179 人，

现有在读考古学硕士研究生 48 人。截至目前，学科已培养出硕士毕

业生约 129 人，博士毕业生 3 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尤其是西北文博

单位的第一线，逐渐成为当地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骨干力量。

（二）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向

兰州大学考古学学科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以培养从事考古学研究

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具有专业理论基础、良好职业素养、实际解决问题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为目标。

兰州大学考古学利用地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凝聚学科方向，

将先秦考古、石窟寺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和遗

产保护作为培养方向。

（三）研究生招生

2023 年，招收学术性硕士研究生 16人，其中推免途径招收 6 人，

强基计划 1人，统考途径招收 9人。生源来自兰州大学、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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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

（四）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2024 年 6月，2021 级 10 名研究生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答辩。2024 年 12 月，2023 级 16 名研究生进行硕士论文开题答辩。

2022 级和 2023 级在读硕士生硕士论文开题完成率为 100%，2022 级

在读硕士生综合考试完成率为 100%，论文中期检查通过率为 100%，

培养环节完成情况较好。

2024 年，授予应届毕业生 10人学术硕士学位。

2024 届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其中 1 人选择继续进修，9

人从事相关领域工作，主要就业单位为各地国家有关机关、考古院所

及博物馆，专业对口率和就业质量较高。

（五）研究生导师状况

考古学科现共有专职教师 31人。其中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有专

业教师 13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 人，实验技术人

员 1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数 11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8 人。教师分别

毕业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

科学院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具有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项目负

责人资质 4人。环境考古方面，西北及中亚环境考古中心有专职教师

7 人，其中教授（研究员）6 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 人。文物保

护方面，现有专职教师 11 名，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 4

人，均具有高水平大学博士学位，大多具有国外留学的背景，均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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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特色研究方向，有力地支撑了研究队伍的力量和稳定性。同时，

聘请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

敦煌研究院等考古机构学者为兼职教授和导师，其中敦煌研究院和甘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9 人为兼职导师。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2024 年考古学教师党支部与兰州大学组织部继续进行结对共建

工作。

2024 年考古学教师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选举魏文斌为考古学

教师党支部书记，吕春林为纪检委员，郭志谦为组织委员，邹子捷为

宣传委员。

（二）贯彻“求真求实”育人要求，构建实践育人体系

通过实践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积极组织师生参加田野考古实践和

博物馆实践，在田野考古实践中“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 传承文脉 弘

扬文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展现兰大学子风采。

（三）聚焦“固本强基”党建目标，从专业特色中凝练育人之道。

考古学师生党支部在在完成指定学习材料的同时，重点学习党关

于考古学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新要求，利用“三会一课”、田野

实践等多种形式，集体学习了《引领中国文物事业稳步迈向良法善治

新境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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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等文章，深入了解党和国家

对事关考古工作和考古学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

的阐释，深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从构建中华民族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表的关于考古学的重要论述和重要

指示批示。

（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1、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开展家访工作，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底线。

考古学科积极配合学生进行心理状态评估工作，对心理评测结果

有问题的学生进行谈话和干预，同时开展家访工作，与家长沟通了解

相关情况，推进家校共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2、做好资助育人工作，帮扶困难学生。

密切关注困难学生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重点帮助其解决生活、

心理、学业、就业等方面的难题。2024 年，考古学教师党支部书记

魏文斌资助 2 名学生出国参加“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盟哈

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暑期夏令营。

3、完善综合素质测评制度，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完善各种奖助学金评聘标准细则，配合学工办开展素质测评和奖

励奖学金评选工作，顺利完成了分配、评选、认定、审核到最终公示

等相关工作，其中 2022 级硕士生 1人获国家奖学金，10人获兰州大

学奖学金，15人获兰州大学助学金，2023 级硕士生 10 人获兰州大学

奖学金，15人获兰州大学助学金，2024 级硕士生 10 人获兰州大学奖

学金，15人获兰州大学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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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挥校友和实践基地帮扶作用，促进文保单位和毕业生双向

奔赴。

积极联系已毕业在石家庄市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和成都自然博

物馆工作的兰大校友，为学生争取就业机会。与敦煌研究院、甘肃省

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实践基地协同育人，产教融合，目前已有 6

名毕业生在敦煌研究院、甘肃省考古所和甘肃省博物馆就业。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任曜新获兰州大学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赛三等奖，第七届甘

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第一名。姜涛和任曜新获 2024 年

度兰州大学优秀班主任。姜涛获兰州大学“第七届我最喜爱的十大教

师”。

（二）导师选拔培训

2024 年续聘敦煌研究院郭青林、赵林毅、张小刚、裴强强、郭

俊叶、王东、陈港泉、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等作为硕士研究生导

师。实行“双导师”制度，加强校外第一导师和校内第二导师的交流

合作。

研究所全体教师团队在任曜新备赛甘肃省教学竞赛期间，从讲课

内容、课程思政、课程设计等方面对任曜新进行全方位专业培训。

（三）师德师风建设

1、始终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注重各位导师的师德师风建设，积极传达学校关于师德师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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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指示，要求各位导师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履行教师职

责，认真完成教学及研究生培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师

德师风建设全过程，严格制度规定，强化日常教育督导，加大教师权

益保护力，激励广大教师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

2、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了师德师风工作领导小组，书记、院长是师德师风建设

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和完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各教师党支部、各研

究所、各系齐抓共管、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3、定期召开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会议。

研究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重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的合力。组织教

职工观看有关警示教育片，把脉问诊、深刻反思，在警示教育过程中

确保师德师风建设成效。

4、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和水

平。

为青年教师配备成长导师，通过以老带新，增强青年教师对师德

师风的认识。每年组织开展师德测评和自评，形成师德鉴定并归入教

师师德档案。

（四）学术训练情况

1、学术论文写作能力训练

（1）2024 年 1月 2 日，2022 级硕士研究生任凯迪将青藏高原动

物 考 古 数 据 集 以 期 刊 论 文 “ Faunal remains data from

Paleolithic-early Iron Ag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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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hai-Tibet Plateau in China”的形式发表于 Nature 子刊

《Scientific Data》。该期刊五年影响因子 10.8，JCR 分区 Q1，中

科院分区 2区。

（2）2023 级硕士研究生李可晗发表《宛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

化景观与环境动因》，《陇右文博》2024 年第 3期。

（3）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发表《关于史前卜骨的再认识》，

《陇右文博》2024 年第 3期。

（4）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发表《试论汉隶的时代气象和地域

风貌》，《敦煌书法（第四辑）》，2024 年。

为研究生开设《论文写作与指导》课程。

2、田野考古实践能力训练

学科重视研究生田野考古实践，有针对性地积极选派学生参加

各种各种考古发掘、调查工作。

（1）2024 年 2 月-6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李可梒、吕

佳璇前往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实践。

（2）2024 年 7 月-11 月，2022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赴甘肃崇信

丈八寺遗址开展为期 3 个月的考古发掘实习。

（3）2024 年 6 月-7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程秀斌、梁

文敏前往山西省平陆县良庄遗址进行专业实习。

（4）2024 年 7月-10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宋明韬、杨

晓乐前往敦煌研究院进行专业实习。

（5）2024 年 7月-12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李可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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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来赴甘肃南佐遗址开展为期 4个月的考古发掘实习。

（6）2024 年 7 月-11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张隽梅赴河

北黄骅大左庄盐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

（7）2024 年 8-12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马玺赴甘肃东

乡林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

（8）2024 年 5月-12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彭缅玉、2024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赵佳乐、陈学蓉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参加考古工地的墓葬发掘工作实习。

（9）2024 年 7月-11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秦丁、杨文

佩前往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

（10）2024 年崇信丈八寺遗址考古发掘期间，魏文斌教授等带

领 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调查了老爷山遗址、庙台塬遗址、平头

沟遗址、鲁家塬遗址、新崖湾遗址等史前遗址，调研了崇信县博物馆、

灵台县博物馆、固原市博物馆、庆阳市市农耕博物馆、固原市长城博

物馆、平凉市博物馆、秦安县博物馆等。

（11）2024 年新疆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发掘期间，任曜新副教

授带领 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秦丁、杨文佩对库车河流域的乌什

喀特古城、乌什吐尔佛寺遗址、博其罕那佛寺遗址、克孜尔嘎哈烽燧

遗址、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森木赛姆石窟等遗址进行考古调

查。

（12）2024 年 9 月-11 月，2023 级考古学硕士李可晗参加甘南

州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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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4 年，2023 级考古学硕士杨晓乐参加河北定州大道观

玉皇殿壁画修缮项目。

（14）2024 年，2023 级考古学硕士杨晓乐参加故宫长春宫红楼

梦壁画修缮项目。

（五）学术交流情况

（1）2024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主办“马·车马·骑马的考古

学：欧亚大陆东部的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2024 年 3 月 16 日，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云河研

究员作题为《丝绸之路与古代马文化》的专题讲座。

（3）2024 年 3 月 17 日，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

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研究员作题为《近年来商代考古的新发现述评》

的专题讲座。

（4）2024 年 7 月 8日，邀请韩国又石大学教授全弘哲教授作《韩

国与丝绸之路》专题讲座。

（5）2024 年 3 月 1日，魏文斌教授在四川省剑阁县参加“考古

中国”蜀道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会。

（6）2024 年 4 月 12 日-15 日，2022 级硕士研究生刘子睿参加

吐鲁番学研究生论坛，汇报论文《基于深度学习的石窟壁画虚拟复原

及演变模拟的前期思考——以龟兹石窟为例》。

（7）2024年5月18-19日，魏文斌教授一行在韩国全州参加“2024

全州丝绸之路石窟文化与粟特艺术国际会议”并做学术报告。

（8）2024 年 7 月 6日，张景峰教授、2022 级硕士研究生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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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级硕士研究生秦丁、马玺以及本科生朱昊、陈学蓉等参加“丝

路菁华 交流互鉴：丝路·黄河——考古与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并

作主题报告，并提交了参会论文《试论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墓照墙仿

门阙图像》（张景峰、陈茜）、《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伏羲女娲图

像研究》（秦丁、任曜新）、《墓葬中的照墙研究与思考》（马玺）、

《甘青地区史前人形陶塑研究》（朱昊等）。

（9）2024 年 5 月 24 日，菊地大树教授参加“江淮地区先秦文

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先秦时期淮汉流域养马策略初索》的

报告。

（10）2024 年 6 月 15 日，菊地大树教授参加“考古学与中华文

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二里头文化中的农牧循环经济》的报

告。

（11）2024 年 8 月 23-26 日，魏文斌教授带研究生参加“理论·实

践·方法——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研讨会”并作专题报告《石窟

寺考古要重视崖面遗迹》。

（12）2024 年 8 月 17 日，魏文斌教授和 2023 硕士研究生李可

梒参加“齐家文化发现 100 周年”座谈会。

（13）2024 年 8 月 30 日，2023 级硕士研究生李可梒参加“沙井

文化发现 100 周年”座谈会。

（14）2024 年 9 月 20 日-23 日，魏文斌教授及 13 名 2024 级中

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院专项计划研究生参加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

生院 2024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研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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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4 年 10 月 21 日，菊地大树教授、任乐乐副教授与 2023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马玺、李可梒参加了“2024 中国动植物考古学

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

术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从 GIS 来看中国古代家鸡的出现与扩散》

的学术成果。

（16）2024 年 11 月 2 日-3 日，2022 级硕士研究生魏征参加第

六届赤峰考古论坛，汇报论文《纪念与记忆：红山文化人像的信仰表

达与源流解读》。

（17）2024 年 11 月 23 日-24 日，魏文斌教授、邹子婕老师及研

究生参加“2024 年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产学研用合作研讨

会”并作《甘肃两处壁画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遗产数字化

保护利用的紧迫性》主题报告。

（18）2024 年 11 月 23 日-24 日，2022 级硕士研究生魏征参加

首届四川大学“明远”研究生史学论坛，汇报论文《文献、实物与图

像：东厨制度探究——兼谈制度的“可视性”》。

（19）2024 年 12 月，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论文《史前卜骨的

出现及相关问题再考》入选“燕园聚珍：考古学的中国时刻——2024

北京大学考古学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

（五）研究生奖助情况

1、2024 年 5月，2021 级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安育以论文《媒介、

图式与礼仪：空间秩序中的元墓山水》获第十二届“发现中国”李济

考古学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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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 年 11 月 8 日-10 日，由魏文斌、宋添力指导，2023 级

考古学硕士研究生周会心、任晶晶、梁筱蔚、黎安宇和 2022 级硕士

研究生廖含章参与的《文化陇东——陇东地区文旅资源活化项目》获

得第一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3、2022 级考古学研究生魏征获 2024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4、2024 级硕士研究生滕文宝获第七届甘肃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金奖。

5、2024 级硕士研究生滕文宝获 2024 年度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甘肃省分赛金奖。

6、2024 级硕士研究生滕文宝获第十四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

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

7、2024 级硕士研究生滕文宝获甘肃省教育系统优秀理论宣讲作

品。

8、2024 级硕士研究生滕文宝获兰州大学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

展示活动特等奖。

9、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获兰州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学术年会

历史文化学院分会优秀论文奖。

10、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2024 级硕士研究生任晶晶获 2024

年“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盟暑期夏令营优秀营员。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1、以田野考古为根基，考古发掘科研项目助力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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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获批中国文物保护重点项目《甘肃省崇信县丈八寺

遗址发掘与研究》。

（2）2024 年，与新疆文物考古所合作，获批国家文物局《新疆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发掘》项目。

（3）2024 年，获批甘肃省文物局《罗汉洞石窟考古调查与勘探》

项目。

2023 年兰州大学申报的甘肃泾川罗汉洞石窟考古发掘与研究项

目列入“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预计 2025 年可启动。2024

年开始正式实施“考古中国”之“蜀道考古”项目启动，魏文斌教授

作为兰州大学负责人参与。

2、以实践教学为核心，构建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和育人模式。

兰大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形成课程考古实践、专业考古实践和毕业

考古实践循序渐进的三大考古实践环节融合，构建了考古实践基地、

考古学实验室、考古学课堂和考古虚拟实践四驱动模式，多层次、多

形式、多路径地提高学生综合考古实践能力。

3、以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为支撑，联合校内资源，实现多学科

交叉发展。

4、协同育人，探索建立更多田野考古实习基地。

2024 年，近 2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在四川三星堆、新疆尼勒

克和库车苏巴什、宁夏姚河塬、山西平陆良庄、甘肃南佐、丈八寺和

四角坪、敦煌研究院、故宫等全国各地考古工地和文博单位中进行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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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兰大与山西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

高校联建，协同敦煌研究院、云冈研究院、龙门研究院、大足石刻研

究院和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等石窟研究机构成立的中国石窟文化

联合研究生院，联合培养 13名石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发

展方面的人才。

5、科教融汇，在田野实习中关注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完成研

究论文。

2022、2023 级研究生在参与田野考古发掘实习过程中，利用新

发现资料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突出新材料、新问题，如岑尚霖结合丈

八寺遗址出土动植物标本进行研究、陈曦利用丈八寺遗址所出新石器

时期的新材料结合调查所得资料作为论文选题、李可梒结合甘南州第

四次文物普查，将甘南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作为研

究对象、宋明韬结合在敦煌研究院的实习将敦煌石窟的农耕图像作为

学位论文选题等等。

6、产教融合，文保单位与毕业生双向奔赴。

自协同育人以来，兰大考古已有 6 名毕业生在敦煌研究院、甘肃

省考古所和甘肃省博物馆就业。其余学生毕业后也往往能迅速成为各

研究机构核心业务骨干。

（二）教师队伍建设

（1）2024 年 6 月，考古学科选留西北大学考古学博士邹子婕。

（2）2024 年 11 月，考古学科拟引进敦煌研究院刘洪丽研究员。

刘洪丽研究员已完成政治审查、教学试讲、科研讲座、学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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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人才引进流程，等待进入下一环节。

（三）科学研究

1、科研项目

2024 年除在研的 13项科研项目外，新增科研项目 5项，累计到

账经费 100 多万元。

（1）魏文斌主持 2024 年度中国文物保护重点项目《甘肃省崇信

县丈八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到账 72万元。

（2）郭志谦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冻融环境土遗

址病害分类分级体系与破坏模式研究”，获批经费 30万元，本年度

到账 15万元。

（3）魏征主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山、水图像研究》，到账经费 1万元。

（4）姜涛主持横向项目《甘肃省中小型石窟的调查与研究》，

到账经费 3万元。

2、考古发掘工地

学科田野考古发掘工地 2 处，即甘肃崇信丈八寺遗址和新疆库

车苏巴什佛寺遗址。

3、出版论著

（1）杨润泽、魏文斌：《基于“崖面使用”的北石窟寺空间格

局演进初探》，《考古》2024 年第 5 期。

（2）黄婷婷、魏文斌：《我国西北地区出土鸡鸣枕及其文化意

涵研究》，《西域研究》2024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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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婷婷、魏文斌：《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汉晋帛鱼探析》，

《农业考古》2024 年第 3期。

（4）黄婷婷、魏文斌：《战国至魏晋“树下立马”图像研究》，

《中国美术研究》2024 年第 1 期。

（5）魏文斌、黄婷婷：《牛马不同槽——嘉峪关魏晋墓两幅壁

画的现实表达与文化意涵》，《敦煌研究》2024 年第 1期。

（6）Guo Zhiqian, Wu Chong, Zhang Shuai,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n Flaking of Rammed Earthen Sites Using SMO Algorithm and Surface

Topography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Jiaohe Ruins[J]. 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24, 17(3): Article 49. （A&HCI）

（ 7 ） Ren, K., & Ren, L. (2024). Faunal remains data from

Paleolithic-early Iron Ag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China. Scientific Data, 11(1), 9.

（8）孙清泮、张景峰：《青州北齐菩萨立像新样天衣来源新探》，

《艺术探索》，2024年第 2期。

（9）郭永利、牛时兵：《西安出土蒙元傅元明墓志考释》，《考

古与文物》，2024年第 7期。

（10）陈惠、郭永利：《“冠雄鸡、佩豭豚”与“儒服委质”：

汉代墓葬图像中的子路形象及其意义》，《草原文物》2024 年第 1

期。

（11）李可梒：《宛川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景观与环境动因》，

《陇右文博》2024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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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玺：《关于史前卜骨的再认识》，《陇右文博》2024

年第 3期。

（13）姜涛主编《正史•通鉴•续通鉴佛教文献辑录》，兰州大学

出版社，2024 年 7月。

（14）郭青林, 谌文武, 郭志谦, 等著《中国土遗址赋存环境图

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2024 年 6月。

（15）菊地大树等编著《布留遗址的考古学：物部氏隆盛之地》，

2024 年，六一书房。

（16）魏文斌等著《河陇地区石窟寺类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兰

州大学出版社，2024 年 11 月。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1、2024 年，完成了麦积山、炳灵寺、北石窟寺、文殊山、丁家

闸十六国壁画墓、嘉峪关附近长城及附属城堡和烽燧的数字化扫描，

用于教学工作，同时起到了服务地方文物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弘扬利

用的作用。

2、2024 年，积极参与甘肃省内外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先后

多次参加四川、甘肃、山西、陕西、新疆、宁夏等一些重要的配合基

本建设和主动性考古工作，如配合四川安宁河流域、西安长安城、庆

阳南佐遗址、新疆苏巴什遗址、临洮寺洼遗址、东乡林家遗址、张掖

西城驿、肃北马鬃山玉矿、礼县四角坪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蜀道

考古调查等重要的发掘和调查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各地文物考古事

业，同时起到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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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合作交流

1、2024 年 3月 5日至 7日，菊地大树教授受邀前往乌兹别克

斯坦考察，在乌兹别克斯坦国立科学院的协助下，实地考察了由Babur

财团保管的 Dalverzin 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并进行相关整理工作。

2、2024 年 5 月 18-19 日，魏文斌教授赴韩国全州参加“2024 全

州丝绸之路石窟文化与粟特艺术国际会议”。

3、2024 年 5 月 1 日至 6 日，菊地大树受邀前往蒙古国立大学（原

乌兰巴托大学）整理与研究保管匈奴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

4、、2024 年 7月，2023 级硕士研究生李可梒参加中村慎一“中

国文明起源解明的新考古学战略”，“GIS 基础研修”项目，赴日本

中部大学交流。

5、2024 年 10 月-2025 年 8 月，2023 级硕士研究生梁筱蔚赴日

本冈山大学交流学习。

6、2024 年 8月，2023 级硕士研究生马玺、任晶晶赴哈萨克斯

坦参加“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盟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暑期

夏令营。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对照 2023 年学科年度报告总结出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发现本年

度学科在弥补不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学科在 2024 年度在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取得了重

大突破，师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人数、次数、质量和范围等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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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尤其是学生参加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的人数次数大幅增

加。

2、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相关成果及申请科研项目明显增多。

3、学生参与各种竞赛、活动获奖显著增加。

4、教师科研成果收货显著，在《考古》《考古与文物》等权威

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多部专著。

经过自我评估，发现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师资队伍方面，部分研究方向师资力量较为单薄，中青年教

师比例不合理，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2、人才培养方面，缺少教材编写，没有国家级一流课程和省级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科研方面，缺少“国家奖”和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2024 年，本学位授权点学位论文被抽检合格率为 100%。但论文

送审后专家反馈的评审意见也反映出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比如学术

规范和学术史梳理等。针对上述情况，需要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提醒，

督促导师对所指导论文把关严格，同时研究所在送审前也要加强对学

位论文的把关。

六、改进措施

（一）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引进国内外优秀的考古专业人才和国内外优秀考古毕业生，狠抓

师德师风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师德师风优、专业技术硬、科研业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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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强的人才队伍，使师资力量及学术水平更进一步，学术队伍

的梯次配备更为合理。

（二）提高科学研究水平。

1、加强学科交叉和团队科研能力，组织申报国家级和教育部科

研优秀成果奖，组织编写丝绸之路考古丛书等。

2、整合平台资源。进一步整合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实验室、“兰

州大学西北及中亚环境考古中心”、兰州大学考古及文化遗产研究院

的资源，探索其在加强科学成果产出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能

效。

（三）以研促教，以践促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考古实践

深化考古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立足区域优势和地域资源，凝练兰州大

学考古学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势和特色。

1、提高出版教材质量。组织出版一批特色优秀教材和题库。

2、重视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努力探索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加强科研实践育人成效。每年申报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1 项，

将每年的专业考古调查形成考古调查报告出版，参考其他高校经验，

建设兰州大学考古实践基地。

（四）提高社会服务和学术声誉

1、立足西北，服务西北考古事业。

2、加强与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省市文保单位合作，重视咨

政报告的撰写，发挥文化传承创新与智库作用。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