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与博物馆学(0651)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

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遵守法纪，具有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具有严谨科学和优良学风，适应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文博专业人才。 

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三年学习期间应系统掌握文博考古专业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具有宽广和坚实的基本技能，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最新动

态，能承担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要求具有相当的学术

价值或应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论文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要与硕士生相

适应。 

 

二、研究方向 

 文博专业的研究生除要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在该

学科领域深入研究一、二个专业分支。本专业的研究方向：（1）史前考古（2）

商周考古（3）秦汉考古（4）六朝考古 （5）隋唐考古（6）宋元明考古（7）田

野考古学（7）古建筑研究（8）文化遗产研究（9）古文字学（10）陶瓷研究（11）

书画研究（12）古玺印研究（13）博物馆学。 

三、招生对象 

 应届本科毕业生，具有本科同等学力者，参加全国专业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

及格，并经复试合格者。 

     

 

四、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三年。 

 

五、课程设置 

 文博专业必须修满 32 学分，方得毕业。具体课程如下： 

 A 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以上三门任选一门，1 学分） 

  外语       （4 学分） 

 B 类： 

  史学理论与方法        （2 学分） 

 C 类： 

  中国考古学史     （3 学分） 

  江苏考古专题           （3 学分）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3 学分） 

 D 类： 

  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2 学分） 

  夏商文化研究     （2 学分） 

  环境考古研究     （2 学分） 

  古文字专题      （2 学分） 

古建筑鉴定分析学             （2 学分） 

先秦两汉农业考古研究             （2 学分） 

商周金文研究                 （2 学分） 

夏商周边疆地区青铜文化       （2 学分） 

战国秦汉考古专题             （2 学分） 

建筑遗产保护学                （2 学分） 

城市考古与城市文化            （2 学分） 

汉唐文物资料研究              （2 学分） 

中日考古学方法与理论          （2 学分） 

西方考古学理论                （2 学分） 

文物考古研究                  （2 学分） 

中国古建筑营造学              （2 学分） 

中国古代建筑史专题研究         （2 学分） 

明四家研究                     （2 学分） 

元四家研究                     （2 学分） 

中国美术史研究                 （2 学分） 

文物学研究                     （2 学分） 



 

古器物与古文字研究             （2 学分） 

文物鉴定专题                   （2 学分） 

 

  全校公共选课、专业选课 

  微机应用         （2 学分） 

  江苏考古专题讲座        （2 学分） 

  地学、物理学专题       （2 学分） 

       

六、教学方式 

 硕士生入学后即进行师生双向互选，确定导师，制订培养计划，导师负责全

部培养工作。 

 注重研究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包括创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及文博专业的基本技能。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撰

写一篇以上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参加一次以上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学术报

告。在导师的辅导下编写出一篇具有研究性质的研究报告。协助导师作科研工作，

并承担课题某一部分的研究工作。 

 

七、考核方式 

 专业公共课和必修课以笔试为主，专业选修课和专题题，在课堂讲座的基础

上撰写小型论文，以深入了解有关问题。 

 中期考核在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进行。由导师组成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是

否按期完成学位课程、科研情况、论文进展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对研究生进行

公正、合理的评价，评定成绩。对考试不合格者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劝其退学

或作肄业处理。 

 

八、学位论文 

科研能力、科研水平的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研究生入学后的

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要与当前本专业学

术研究的重点结合起来，注重、提倡研究生选择有学术意义的新课题，避免课题

重复，所作论文无创造性的弊端。选题确定后由学科组长组织有关专家审议研究



 

生的开题报告。要正确把握专业学位论文的规格和标准。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

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的形式可采用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究、规划设计、案例分析等多

种形式。具体形式可由各专业学位评定小组研究确定后报校专业学位分委员会审

议。 

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写作计划，编写论文提纲，初稿完成后经导师

审定、提出修改，再经多次修改后，方得定稿。 

 

九、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 一般应有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学校方可授学位。 

 

十、质量监测 

 硕士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是否能适应本专业的工作，是衡量毕业生质量的

一个重要标志。必须对毕业研究生进行跟踪调查，以了解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岗

位上的工作水平，其中包括业务水平、工作能力、思想品德等以便改进在校生的

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