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业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科历史悠久，诞生于轰轰烈烈的抗

战烽火中，是海内外公认的学术研究重镇，在八十余年的办

学实践中，为探索新中国历史学体系及其教育模式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史学科建制齐全，特别是在秦汉史、唐宋史、

清史和民国史等方面实力雄厚，史学理论史学史、专门史、

历史文献学等方向特色鲜明，新世纪以来在探索历史学新方

法与交叉方向研究的实践思潮中，居于先锋地位。历史学院

拥有 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

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倡议的推动者、重要组织依托和学术支

撑。《清史研究》《新史学》《唐宋历史评论》三种刊物进入

CSSCI来源目录，位居国内高校史学机构第一。世界史形成

以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为主体、以世界环境史

和医疗社会史为新增长点的学科布局，在古希腊罗马史、世

界中世纪史、英国史和世界环境史等领域实力雄厚。考古学

在史前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城市考古和西域考古等

领域形成特色；在考古学理论创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考

古中国”研究、丧葬美术考古等领域位居国内前列。 

历史学院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历史学）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基地，首批入选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强基计划”。拥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

科，均具有本硕博学位授予权。中国史学科入选国家首批“双

一流”学科建设名单，2021 年再次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行列。历史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世界史入选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2021 年以来陆续新增 HP

（历史学、政治学）、ESH（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两个

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 

学院现有教授 37人，副教授 31人，讲师 17人，是国内

历史学科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单位之一。学院拥有一批史学

领军人物，在国内多个重要学会担任会长、副会长等学术兼

职，现有第八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人，国家级人才及

青年人才 9人次，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7人，北京市教学

名师 1 人，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1 人。学院科研实力雄厚，

近五年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76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11项，教育部重大项目 7项。中国史学科居于全国

领先地位，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 

二、专业培养 

历史学类强基计划立足时代、面向未来，三个一级学科

协同育人，培养具有浓厚史学兴趣，具备创新精神和责任意

识，拥有深厚人文情怀、中华文化底蕴及国际学术视野，能

够潜心学术并致力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弘扬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青年高端史学人才。 

（一）通专结合，本研有机衔接的课程体系。以“通专



结合”的理念设计贯通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

科的课堂教学体系，在知识图谱的广度和厚重基础上，强化

三个一级学科专业基础训练。专业教育强调基础融合与前沿

交叉，培养宽厚基础、扎实能力，高起点、高标准，突出挑

战性、研究性、国际性。本硕博一张课表，减少重复课程，

加强进阶课程设计，支持提前选修。第三学年经考核获得转

段资格并通过研究生接收考核获得接收候选人资格的学生，

在第四学年直接进入本研衔接培养阶段，可根据自身兴趣和

转段要求，遵循培养方案，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或直接

攻博，主要在历史、哲学、文学强基计划所在基础学科专业

进行深造，部分学生也可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

建学、当代中国史、信息资源管理、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

学等关键领域进行交叉学科培养。本研衔接专业范围见各强

基计划招生专业培养方案，研究生转段阶段具体招生专业和

名额以转段当年学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 

（二）配备高水平师资，全程导师制。单独编班，独立

培养，采取全程全员导师制；选聘校内外优秀师资承担专业

基础课程的教学。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学生发展趋势提供丰

富的学科模块，学生在学术导师组指导下构建个性化培养方

案，实施学分制管理。定期邀请知名专家开展讲座，包括“中

国物质文化常识系列讲座”“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

“人大史学讲堂”等。 

（三）汇聚优质资源，产研融合，实行研究性学习模式。



聘请国际一流师资开设“全球大师系列讲座”及全英文系列

课程。历史学院拥有丰富的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拥有

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院属

科研平台 6个、数字清史实验室、考古实验室、尚钺资料室、

清史文献馆等，北京市市级优秀实践教学基地 1处、校外实

践教学实习基地 20余处，中国古代文化实验教学中心 1个。

与相关学科共同建设“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人大分中心、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中华文明研

究校级跨学科交叉平台等。依托重大项目、高水平科研机构

和教研团队，在学术导师组的指导下，渐进式开展研究型学

习，整理古籍文献、参与数据库建设、赴考古现场发掘并整

理出土遗物，同时为学生参与各类科研计划提供经费资助。 

（四）强化史学训练，培养国际视野和国际胜任力。课

堂教学筑牢基础，精心设计通识课程、学科基础、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四大课程群。课外指导循序渐进，新生研讨、原典

读书笔记、学年论文、毕业论文 4个阶段循序渐进。学术训

练细致入微，大二大三分别开设“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史

学论文阅读与写作”课程，小班化研讨型教学。拥有完备的

课堂教学体系、课外指导体系，依托知名博物馆和高水平考

古实践教学基地开展独具特色的历史现场教学。历史学院与

海外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并设有联合培养项目，如德国

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英国约克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

美国匹兹堡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日本奈良女



子大学等。国际化培养，一方面采取与海外名校联合培养模

式或赴海外名校交换学习方式，另一方面依托学校国际小学

期开设全英文课程、学科训练营，进行“在地国际化”培养，

强化语言能力。设立专项奖学金，开展海外研学，鼓励和支

持参加海外高水平大学暑期学校和国际学术会议。 

（五）实施动态考核、进出机制，分类培养。落实因材

施教、分类培养的理念和强基计划目标要求，实施科学考核

与动态进出机制。强基计划培养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转专业，

每学年对学生考核一次，重点考察学生学术志向、学术能力

和综合潜力，达不到考核标准的，应退出强基计划；退出后

的学生按照原强基计划本科阶段培养方案完成本科阶段学

习；根据动态考核和退出情况，学院可选拔适量学生进入强

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