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原则： 

本次培养方案的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少通识课程、大类课程和个性
课程的课时数和学分比重，增加专业课程和专业实习的时数和学分
比重。与2012级的培养方案相比，2013级培养方案的通识课程、大类
课程和个性课程共减少了20个学分；专业实习环节增加了两个学分；
专业课程（含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共增加了18个学分。 



具体调整： 

第一，根据本科生院的统一要求，我们确立了两门专业核心课程：
中国古代史专题和世界近代史专题。这两门课程本身也是包括2012

级在内的不同年级培养方案中的专业核心课程。新的调整主要是基
于以下考虑：中国古代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时间跨度最大、内容也
最为丰富，对于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具有极高的参
考价值；而且，中国古代史所师资力量雄厚，所开设的大类课程和
通识核心课程深受不同专业同学的欢迎，具备将这门课程提升为专
业核心课程的条件。世界近代史从时间跨度上虽然不比世界古代、
中世纪史长，但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
兴、宗教革命、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及现代化等多发生
在这一时期；从事世界近代史教学的教师正当年富力强，梯队结构
合理，所开设的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史等通识核心课程同样深受
不同专业同学的喜爱和欢迎。因而，具备将这门课程提升为新标准
的专业核心课程的条件。 

 



第二，为增强历史专业本科教学的国际化色彩，我们新增加了两门
双语课程，分别是明清史专题和当代中国地方社会，这两门课程由
两名从国外引进的学者承担。这两名学者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不仅受过系统的美式学术训练，而且口语听力均十分地道，加上其
深厚的国学基础，完全能够给学生提供丰富的专业和专业英语知识。

第三，专业实践环节增加学年论文一项，主要是考虑从三年级开始
应该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据我们了解不仅国内的大部
分985高校，即使是一些地方院校，都有在三年级进行学年论文写作
的做法。尤其是一些985高校，一般是将其作为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

的入门，为将来的毕业论文甚至更高级别的学术研究奠定基础。我
们认为，这种做法值得采纳。 

 

 



第四，由于通识课程和大类课程释出了20个学分，除了专业核心课程增加
4个学分、学年论文增加两个学分外，其余学分均以增加专业课程来消化。
具体调整如下： 

 必修课部分：将原来的明史修改为明清史专题课（双语）、增加当

代中国地方社会双语课；将中国古代史专题、世界近代史专题改造为新标
准的专业核心课程；将原来的选修课中华民国史修改为专业必修课；新增
加国际关系史、中国文化关系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三门必修课。中华民国
史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享有与其他阶段历史同等重要
的地位，作为必修课是顺理成章的；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越来越多
地涉足国际事务中，需要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故此增加国际关系
史和西方政治制度史两门专业必修课；近年来，中共中央提出了文化繁荣
战略，这首先要求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所以我们将中国文化史同
样列为专业必修课。 

 选修课部分，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与传说与中国古代史必修课及古

史传说研究选修课高度重叠，所以将这本课取消，保留古史传说研究作为
选修课；另外，根据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以及未来学生考研的需要，并结
合本系教师的研究方向，新开设历史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思
想史、秦汉法制史研究、古希腊史专题、英国史、中东史专题、近代日本
政治外交史选修课程。 

 



师资队伍现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在国内居于前列的历史教学和科研队
伍是我们的中、长期目标。 

目前，历史系现有专职教师37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7人，讲师
6人；其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1 人，“文科领军人物”一人，求
是特聘教授1人，求是青年学者3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2人；15人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9人为硕士生指导教师。

全系师资队伍学历结构和学源结构均比较合理，绝大多数教师曾经
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最近几年，历史系
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领域发展
迅速，为历史学科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我们从校内

转入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向教授一名，留下一名本系博士后流动站出
站研究人员；2013年引进“文科领军人物”一人，充实了相关学科
的教学与科研力量。 

 



师资队伍建设举措（教学相关层面）： 

1.制定本单位教师培育规划，鼓励教师到国内外高校教学
进修与再教育培训。 

2013: 从台湾政治大学访学返校1人；在斯坦福大学和台南
大学进修、访学各1人；暑假前后将有5名青年教师教师分

别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巴黎大学、法国社会科学
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进修及访学。 

2.对近三年内新进教师指定教学指导教师，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帮助年青教师在教学中快速成长。 

3.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探索教学规律，更新教育理论

，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外教师教学发展活动，提倡教师
终身学习。 

 



1. 组成了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中国古代史：以中国古代史所所长孙竟昊教授为主讲教师、包括长
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楼毅生副教授和陈志坚副研究员等。 

世界近代史：以世界史所所长刘国柱教授为主讲教师（自07年以来

一直担任历史专业世界近代史专业课程教学）、包括长期从事相关
课程教学的董小燕教授、乐启良副教授和张正萍讲师。 

2.拟定了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并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以求更加完
善。 

 

 



阶段性成效： 

1.完成培养方案的调整，新的培养方案将更加有助于培养历史学卓越
人才。 

2.国际化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以

来，先后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依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美国智库
Cato Institute、皮尤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兰
西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巴黎-索邦大学、瑞士弗里堡大

学、马来西亚孝恩基金会、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树仁大学
等单位的约15名学者来历史系开办学术讲座，大大开拓了学生的
视野（活动详情见历史系网站）。 

3.吸引了更多的学生选择到历史系学习，2012级专业确认，历史专业
爆满—历史上第一次。 

4. 较为出类拔萃的毕业生：董子云，译著《自由的界限》由浙江大

学出版社出版。豆帅，第八届挑战杯“复星”中国大学生创业计
划竞赛，全国铜奖；浙江省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赛特等奖。 



预期成果： 

1.构建出完善的历史学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2.教学研究成果： 

（1）历史学卓越人才培养机制研究 

（2）历史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研究（中国古代史与世界近代史分别
撰写相应教学研究论文） 

3.卓越人才培养成果—更多出类拔萃人才的涌现。 

4.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