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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专业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20〕1号）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等文件要求，促进强基计划招生和培养的有

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专业简介 

汉语言文学是山东大学校史上最早设立也是最成功的专业之一。1901年秋，山东大学的前身山

东大学堂正式成立，即设有中国经学、方言学等课程。历经草创期的磨砺之后，1930年秋，国立青

岛大学在黄海之滨成立，文学院名家云集，一时名驰海内。上世纪50年代初，学校撤销学院建制，

改设中文系，在殷孟伦、殷焕先、华岗、王统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高兰等名师的

带动下，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人文学科中享有盛名。1981年，国务院恢复学位制度，中文系首批获得

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1994年，山东大学中文系国家基地班入选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并于2001年顺利通过一期验收，被教育部评为优秀基地。2010年，山东大学

国家中文基地班正式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山东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的名字命名。2012年，

学校又创办尼山学堂国学拔尖人才实验班，由长江学者、著名文献学家杜泽逊教授具体负责，是国

内同类国学拔尖人才班的成功范例。2019年，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年，

入选教育部首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2021年，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评为A。现有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华传统文学修养等教研室。 

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古文字学方向成就突出。曾任教于此的陈梦家、丁山、高亨、王献

唐、殷孟伦、殷焕先、蒋维崧、吉常宏，以及山东大学医学部前身齐鲁大学的顾颉刚、胡厚宣、明

义士等，都在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成就。新时期来，姜可瑜、姜宝昌、徐鸿修、

徐超、杨端志等先生在古文字学研究上也多有建树。1996年专业开始招收文字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2001年开始招收文字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20年，汉语言文学（

古文字学方向）入围教育部首批“强基计划”试点单位，开始招收本科生并独立编班。 

（二）师资队伍 

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构建出从“顶尖人才-领军人才-中青年骨干”三个层次、梯次衔接有

序的人才体系。现有专任教师98人，其中在岗教授39人，副教授38人，博士生导师28人，有博士学

位者87人。现拥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科委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召集人

、教育部教指委委员各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3人，中

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3人，国家“四青”人才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中国

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1人、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2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1人，泰

山学者青年专家6人，山东省齐鲁文化名家2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人，全国一级学会会长

或前会长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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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方向共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16名，其中教授9人、博士生导师7人；另有兼职

人员5名。与古文字学相关的古典文献、训诂学方向专职教学科研人员9名，其中教授7人，博士生

导师6人。人员主要分布在中文、历史、考古三大学科。 

（三）资源平台 

山东大学是国家级平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建设单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工程（简称古文字工程）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精神，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设立，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

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八部委共同启动实施。该工程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

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统筹全国优势力量，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的研

究整理及其思想文化内涵的挖掘阐释，创新转化成果，服务时代需求，为文化自信夯实基础。 

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方向，主要依托山东省高校文科实验室“山东大学语言科学实验中心”

。该中心位于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4层，占地800㎡。下设出土文献实验室，有专业电脑工

作站、显示器、大型扫描仪、会议平板、文物展示柜等，固定资产470万。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纸

本文献450万余册，其中古文字及相关学科20万余册。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设

有分馆，集中藏有出土文献、古典文献、先秦史、考古发掘报告10万余册。文学院古文字强基班专

用教室有古文字专门图书5000余册。电子资源有：爱如生基本古籍库、瀚堂典藏古籍库、籍合网-

中华经典古籍库、汉达文库、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 

近五年，古文字学及相关学科共主持国家级项目12项，其中重大项目4项。其他省部级项目8项

。在《历史研究》《中国语文》《史语所集刊》《文史》《文献》等高水平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

。出版专著14部。 

（四）创新举措 

1.优化课程体系。整体课程分为古文字、古汉语与文献学、考古历史三大模块。古文字模块有

古文字概述、古文字学导论、古文字构形学、甲骨文导读、金文导读、战国文字导读、秦汉文字导

读、说文解字导读、古文字技能与实验、古文字经典论文精读，共10门课程，由10位老师分别负责

。古汉语与文献学模块有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导读、尔雅导读、史记三家注

导读、毛诗正义导读、文献学、版本目录学。考古历史模块有考古学导论、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

史。 

2.实施导师负责制。强基班学生一入学，即由专业教师专门负责，担任导师。每位导师指导1-2

名学生。又探索实施双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两名导师，一名主要指导古文字，一名则根据学生

的学习兴趣专门配置，如音韵、版本方向等。 

3.完善论文报告会制度。强基班实行学年论文报告会制度。学生与导师商定题目，撰写论文并

报告，评审专家组打分评优。论文要求强化问题意识，目标解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文字、音

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实际问题。不泛泛而谈，不堆砌文字，不空谈方法和理论。专家评

审不以论文字数多寡作为标准，只聚焦文章是否解决实际问题，或对相关疑难问题的研究是否有所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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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阶段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按照“3+1+X”模式进行本硕博衔接贯通培养。其中，本科阶段需在3年内完成本科课程的基本

学习，第四年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同时，修读一定学分的衔接课程，该学分计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学

分，并由未来研究生方向设置学院开设或随同该学院研究生一起学习。 

（一）本科阶段培养目标 

本科阶段达成如下培养目标：知识结构方面，掌握汉语言文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基本知识和理

论；能力结构方面，具备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素质结构方面，具有良好的综合人文素养，具备

一定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社会竞争力。 

毕业要求1：知识方面 

1.1 掌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言学基础知识 

1.2 掌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的基础知识，能够认识基本的古文字。 

1.3 掌握中国文学领域的基础知识 

1.4 掌握查阅文献、利用文献、解读文献的基础知识 

1.5 掌握专业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 

1.6 掌握外语和计算机的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2：能力方面 

2.1 具备准确地运用汉语和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2.2 具有准确地汉语写作和表达能力 

2.3 具备较强的批判思维，有独立从事科研创新的能力 

2.4 具备自我管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毕业要求3：素质方面 

3.1 具备较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3.2 具备良好的中文学科素养 

3.3 富有家国情怀，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4 具有国际视野，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二）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 

硕士阶段达成如下目标：系统掌握古文字学和古籍整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尤其是古汉字

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以及对中国古代书籍进行审定、校

勘、注释的基本方法，同时具备较为突出的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具有跨学科的综合素养，具备较

强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竞争力。 

博士阶段达成如下目标：全面深入系统掌握古文字学、古籍整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能够

将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运用到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中，可以释读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

资料，如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等，能够熟练掌握古籍的审定、校勘、标点、

分段、注释、今译等专门工作。同时对前沿性的学术问题保持敏锐的学术意识，并能自觉参与这些

话题的讨论。具备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国际视野，具有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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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衔接办法 

强基计划实行本研衔接培养。转段的学生可继续在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考古学、

中国史、哲学等学科领域深造。 

（四）学生培养管理机制 

实施“3+1+X”学制，进行本硕博衔接贯通培养，单独编班，单设培养方案。其中，“3”是指

3年的本科培养阶段，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环节等；“1”是指1年的本研衔接阶段，针

对本学科领域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设计对应的衔接课程模块，学生可在导师（组）指导下修读其中

一个模块；“X”是指研究生培养阶段，学生在选定的相关学科领域攻读博士学位，实行弹性学制

，基本学制4-6年，符合博士学位授予要求的将授予博士学位。 

1.学籍管理 

强基计划学生在学籍管理系统中标注为“强基计划学生”，并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山东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等进行管理。强基计划学生退出和选拔补入，在学籍管理系

统中及时修改和标注。 

强基计划学生进入研究生培养阶段，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和衔接办法，单独组织学籍转段。学籍

转段学生按照当年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程序，直接转入培养方案确定的相关专业继续硕士或博士阶

段的学习，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研究生学籍注册。 

2.阶段考核和动态调整 

强基计划学生入校后，由学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动态考核与分流（考核时间和标准由各强基学

院研究制定），考核通过者继续在强基班学习，未通过者退出强基计划，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

习，并选拔增补相同数量的优秀学生进入强基计划，增补工作原则上在第二学年结束前完成。 

在第三学年末，由强基学生所在学院与转段目录对应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联合进行转段考核，考

核通过者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硕士生或直博生)，进入第四学年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阶段(本

研衔接)；未通过者退出强基计划，转入相应专业的普通班学习。转入普通班学习的学生比例原则

上不低于20%。 

在第四学年末，根据本科毕业资格审核情况，对符合本科毕业要求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通

过推荐免试形式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退出强基计划。 

在第五学年末，由学生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转段考核，考核通过者根据学生意愿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自愿放弃或未通过考核的学生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3.转专业及退出机制 

强基计划录取的考生，入学后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退出强基计划的学生，不再具有申请推荐

免试研究生资格。 

三、培养方式 

古文字学方向立基于传统，同时又有面向新时代和国际化的发展需求，专业将不断更新教育观

念，以学生为中心，为每一名学生建立成长档案，跟踪发展情况，完善“三全育人”模式。 

1.一对一导师制，突出专家引领。“强基班”成立后，将为他们配备一支由长江学者、讲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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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的高水平导师队伍，而且在导师选择上充分考虑学生的学术潜质与优长，

实行跨院系、跨高校聘请。导师不但一对一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并就科研方向、学业规划等提供

切实指导。 

2.重视原典的阅读训练，加固专业根底。“强基班”重视中文基础能力的培养，在课程设计上

突出“原典”教学，包括甲骨文金文导读、《说文解字》导读、《经义述闻》导读等。通论课有文

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切实做到以课程带动阅读，使学生在经典的浸润中提升对文字学的认识

，并为后续研究的开展筑牢基础。 

3.实行论文报告会，创新学习方式。“强基班”实行学年论文报告会制度，以激励学生的科研

创新和学术表现。学生于大二、大三和本硕衔接阶段各参加一次学年论文报告，自选题目，在导师

指导下完成论文后进行答辩，由专家组评议。论文报告会的实施不但可以切实锻炼学生的学术能力

，也可锻炼他们的表达等综合能力。 

4.探索跨专业培养，拓展学术视野。古文字学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涉及语

言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多个专业方向。因此，“强基班”在课程设置上，将依托

我校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限制，实行跨专业培养，拓展学生的视野。 

5.深化国际合作，鼓励学术实践。为促进拔尖人才培养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强基班”将选派

优秀学生至港台地区以及美、英、日、韩等国家的知名学府进行交流学习，并设立专项奖助学基金

用于国际和地区间的交流资助。 

四、学习年限 

4-10年。 

五、课程设置 

核心课程设置：古文字概述、古文字基本技能与实验、《说文解字》导读、战国文字导读 、

秦汉文字导读、甲骨文导读、青铜器铭文导读、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1-5）、中国现代文

学（1-2）、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通读与论文报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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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阶段各类课程学时学分 

学分类型/课程类型 
应修小

计 
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实践教学 

课内实验课

程 

独立设置 

实验课程 

课内实践教

学 

独立设

置 

实践教

学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学分数 34 27   3 4 

学分比例 25.75% 20.45%   2.27% 3.03% 

学科平台

基础课程 

学分数 12 10     

学分比例 7.58% 7.58%     

专业必修

课程 

学分数 76 64   8 4 

学分比例 57.58% 48.49%   6.06% 3.03% 

专业选修

课程 

学分数 16      

学分比例 0%      

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 

学分数 8 8     

学分比例 6.06% 6.06%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学分数 4 4     

学分比例 3.03% 3.03%     

合计 

学分数 150 113   11 8 

学分比例 100% 85.61%   8.3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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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方向）强基计划课程设置表 

 
阶

段 

课程

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分数 总学时 开设学期 备 注 

本

科

阶

段 

通识

教育

课程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sd028107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48 5   
sd028108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6 5   
sd028108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6 4   
sd0281086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6 2   
sd0281085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6 1   
sd03011670 计算思维 3 64 2   

00070 大学英语课程组 8 256 1-4 
课外 64 学

时 

sd02910630 体育（1） 1 32 1   
sd02910640 体育（2） 1 32 2   
sd02910650 体育（3） 1 32 3   
sd02910660 体育（4） 1 32 4   
sd06910010 军事理论 2 32 1   
sd090101C0 形势与政策（1） 0 8 1   
sd090101D0 形势与政策（2） 0.5 8 2   
sd090101E0 形势与政策（3） 0 8 3   
sd090101F0 形势与政策（4） 0.5 8 4   
sd09010200 形势与政策（5） 0 8 5   
sd09010210 形势与政策（6） 0.5 8 6   
sd090101A0 形势与政策（7） 0 8 7   
sd090101B0 形势与政策（8） 0.5 8 8   

应修小计 34 816     
应修说明   

通识

教育

核心

课程 

00100 科技素养 2 32 1-8 任选 2 学分 

00110 人文素养 2 32 1-8 任选 2 学分 

00120 艺术审美 2 32 1-8 任选 2 学分 

00130 生命健康 2 32 1-8 任选 2 学分 

应修小计   8 128     

  应修说明 每模块至少修读 2 学分，共至少修读 8 学分。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00090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 2 32 1-8 任选 2 学分 

  通选类国际化课程 2 32     
应修小计 4 64     
应修说明   

通识教育课程合计 46 1008     

专业

教育

课程 

学科

平台

基础

课程 

sd00521060 西方学术思想史 4 考试 4   
sd00833570 中国古代史 2 考试 4   
sd00830660 考古学导论 2 考试 3   
sd00831450 夏商周考古 4 考试 4   

应修小计 12       

专业

基础

课程 

sd00535B00 新生研讨课 1 考试     
sd00521140 古代汉语（1） 4 考试 1   
sd00535450 古代汉语（2） 4 考试 2   
sd00521120 现代汉语（1） 4 考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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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0521130 现代汉语（2） 4 考试 2   
sd00531380 语言学概论 2 考试 3   
sd00535500 古文字学导论 3 考试 3   
sd00535530 古文字构形学 2 考试 6   

应修小计 24       
应修说明         

专业

核心

课程 

sd00535150 《说文解字》导读 2 考试 3   

sd005357B0 古文字概述 1 考试 1   

sd005357F0 古文字基本技能与实验 1 考试 2   

sd00535510 战国文字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520 秦汉文字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7C0 甲骨文导读 2 考试 4   

sd005357D0 青铜器铭文导读 2 考试 4   

sd0053172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1) 4 考试 1   

sd0053173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2) 4 考试 2   

sd0053174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3) 4 考试 3   

sd0053175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4) 4 考试 4   

sd0053176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作品精读(5) 4 考试 5   

sd00531590 中国现代文学(1) 2 考查 1   

sd00531600 中国现代文学(2) 2 考查 2   

sd00531410 中国当代文学 4 考试 3   

sd00535BA0 经典通读与论文报告（1） 2 考查 3   

sd00535BB0 经典通读与论文报告（2） 2 考查 5   

sd00530120 毕业实习 4 考查 7   

sd00530110 毕业论文 4 考查 8   

应修小计 52       
应修说明         

专业

限选

课程 

sd00830420 古代青铜器 2 其它 4   

sd005357E0 古文字学经典论文选读 2 考试 6   

sd00531930 中国文学批评史（1） 2 考试 4   

sd00531940 中国文学批评史（2） 2 考试 5   

sd00530870 外国文学(1) 2 考查 4   

sd00530880 外国文学(2) 2 考试 5   

sd00531710 文学概论(1) 3 考试 2   

sd00530950 文学概论(2) 2 考试 3   

sd00535020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 2 考查 4   

sd00535030 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2) 2 其它 5   

sd00531310 艺术鉴赏与评论 2 考试 5   

sd00535170 《史记》三家注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100 文选李善注导读 2 考试 4   

sd00535070 杜诗精读 2 考试 4   

sd00535190 稼轩词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420 龚自珍作品导读 2 考试 7   

sd00535380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导读 2 考查 7   

sd00535370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导读 2 考查 6   

sd00535140 《毛诗正义》导读 2 考试 3   

sd00535860 《庄子》导读 2 考查 4   

sd00535850 梵语文献导读 2 考试 6   

sd00535060 鲁迅作品原典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240 老舍作品导读 2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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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0535120 冯至穆旦诗歌导读 2 考试 4   

sd00535360 沈从文经典作品导读 2 考试 6   

sd00535550 张爱玲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260 巴金导读 2 考试 5   

sd00531920 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精读 2 考试 5   

sd00535570 网络文学类型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110 《马氏文通》导读 2 考试 4   

sd00535200 《普通语言学教程》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320 《尔雅》导读 2 考查 6   

sd00535430 《方言》导读 2 考试 7   

sd00535490 《经义述闻》导读 2 考查 7   

sd00535250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原典系列导读 2 考试 5   

sd00535270 朱光潜文艺论著导读 2 考试 5   

sd00530930 文心雕龙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350 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 2 考查 6   

sd00535080 黑格尔美学导读 2 考试 4   

sd00535560 莱辛文艺论著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700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艺论著导读 2 考试 6   

sd00530640 美学概论 2 考查 4   

sd00531870 中国现代文学人物解读 2 考试 5   

sd00531040 西方现代美学 2 考查 5   

sd00531530 中国诗学研究 2 考试 3   

sd00530610 马列文论选读 2 其它 5   

sd00531190 现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2 考试 5   

sd00531170 现代文学精神 2 考查 6   

sd00532040 1940 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2 考试 4   

sd00530850 陶渊明与中国文化 2 考试 5   

sd00531570 中国现代话剧研究 2 考查 5   

sd00531330 音韵学 2 其它 5   

sd00530830 唐诗与唐代文化 2 考查 4   

sd00530510 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 2 考试 6   

sd00531140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 2 考试 6   

sd00531960 近代文学作品精读 2 考试 2   

sd00531030 西方文论史 3 考查 4   

sd00531150 现代美学范畴研究 2 其它 5   

sd00531320 艺术哲学经典解读 2 其它 6   

sd00531420 中国当代小说经典文本解读 2 其它 6   

sd00530800 唐传奇研究 2 考查 6   

sd00530670 欧美文学经典名著解读 2 考试 6   

sd00531690 中西文论与翻译 2 考试 6   

sd00531300 训诂学 2 考试 6   

sd00531120 现代汉语词汇专题 2 考试 6   

sd00535590 语言与文化 2 考试 3   

sd00531660 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2 考查 7   

sd00532030 文艺美学 3 考试 5   

sd00531860 文献学基础与实践 2 考查 3   

sd00535480 应用语言学 2 考查 6   

sd00535580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2 考查 5   

sd00535390 修身学（1） 1 考查 1   

sd00535470 修身学（2） 1 考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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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0530590 聊斋志异研究 2 考查 5   

sd00535540 中国艺术史研究专题 2 考查 5   

sd00535330 实验语音学 2 考查 4   

  

sd00535340 诗歌传统与发展 2 考查 3   

SD00530020 诗词读写常识 2 考查 5   

sd00535310 Python 自然语言处理 2 考查 4   

sd00535820 印度古代文学 2 考试 5   

sd0053580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2 考查 3   

sd00515711 英美小说艺术史 2 考查 4   

sd00535A20 古文字学专题研究 2 考查 8   

sd00535010 20 世纪中国文学阅读与社会调查 2 考查 7   

sd00535930 《说文解字》研究 2 考查 7   

sd00535950 金文研究 2 考试 7   

sd00535960 目录版本校勘学 2 考查 7   

sd00535900 文献讲疏 2 考查 7   

sd00535940 古文字与上古音研究 2 考查 7   

sd005359F0 网络文学批评方法 2 考查 6   

sd005359C0 艺术理论与批评 2 考试 6   

sd00535920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读 2 考查 5   

sd005358F0 中国文论经典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910 梁启超作品导读 2 考查 5   

sd005358C0 明清小说研究 2 考查 2   

sd005359B0 民间文学概论 2 考查 2   

sd00535AC0 新诗导读 2 考查 3   

sd00535AE0 二次元文化研究 2 考查 3   

sd00535AD0 中国早期辞赋导读 2 考试 3   

sd00535730 中国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 2 考查 4   

sd005359A0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导读 2 考查 4   

sd005359E0 话本小说研究 2 考查 4   

sd00535A30 南亚文化与文学 2 考查 4   

sd00535B10 语料库语言学 2 考查 4   

sd00535AF0 文献检索与利用 1 考查 1   

sd00535B20 中文写作 3 考查 3   

应修小计   16     
应修说明 合计修读 16 学分 

专业教育课程合计 104     

重点

提升

计划 

  

sd072201A0 “大思政”社会实践（1） 1 考查 2   

sd072201B0 “大思政”社会实践（2） 0.5 考查 4   

sd072201C0 “大思政”社会实践（3） 0.5 考查 6   

sd09310010 国家安全教育课程 2 
考试+

考查 
1   

sd02810590 四史教育系列专题 1 考试 2   

sd0781022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考试 1   

00080 劳动教育 2 
考试+

考查 
2   

sd07110120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1 考查 2   

sd06910050 军事技能 2 考试 1   

应修小计 12       
应修说明         

创新

创业

计划   

  稷下创新 2       
  齐鲁创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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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小计 4       

应修说明 共 4 学分，可任选模块修满 4 学分 

拓展

培养

计划 

  

00200 学术创新 2 考查     

00210 文化艺术 2 考查     

00220 社会服务 2 考查     

00230 身心健康 2 考查     

应修小计 4       

应修说明 至少选 2 个模块，每模块最多计 2 学分 

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拓展培养计划合计 20       

大学

英语

课题

组 

  

sd03119AB2 新文科综合英语（1） 2 考试     
sd03119AE2 新文科综合英语（2） 2 考试     
sd03119BB2 英语演讲与辩论 2 考试     
sd03119BD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解读 2 考试     
sd03119B92 大学基础英语(1) 2 考试     
sd03119BA2 大学基础英语(2) 2 考试     
sd03119B72 大学基础英语(3) 2 考试     
sd03119B82 大学基础英语(4) 2 考试     
sd03119BE2 通用学术英语（1） 2 考试     
sd03119BF2 通用学术英语（2） 2 考试     

应修小计 8       
应修说明 课外学时 64 

本

研

衔

接

阶

段 

特色

课程 

古文字方向 

甲骨文文字学 2 32 7 

国学领域 金文文字学 2 32 7 

《说文解字》精读 2 32 7 

小计 8 128   

汉语言文字学方向 

汉语研究 2 32 7 

 古文字领

域 

汉语史专题 2 32 7 

汉语语音史专题研究 2 32 8 

汉语词汇史专题研究 2 32 7 

小计 8 128   

文献学方向 

文献学 2 32 7 

古典文献领

域 

汉语史 2 32 7 

文献讲疏 2 32 7 

版本校勘学 2 32 8 

小计 8 128   

实践环节 

国际交流 2 64 7   

论文报告会 4 128 7   

毕业实习 2 64 7   

毕业论文 6 192 8   

  小计 14 448   

本科和本硕衔接阶段小计 160 2592     

研

究

生

阶

段 

通识

教育

课程 

  

  

  

  

  

  

人文科学方法论 3 48 9   

古文字学专题研究 3 48 10   

专业外语 2 32 10   

思想政治理论（文） 3 54 10   

第一外国语 3 108 9   

小计 14 290   

专业

课程 
古文字方向课程组 

甲骨文原始材料研读 2 32 9 硕士任选 2  

门，4 学分； 殷周金文原始材料研读 2 3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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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研读 2 32 9 博士任选 7  

门，14 学分 
古文字形体专题研究 2 32 10 

汉语史专题研究 2 32 9 

古文字学专书研读 2 32 10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 2 32 9 

石刻文献研究 2 32 10 

战国文字通论 2 32 9 

古文字书法学 2 32 10 

古代青铜器 2 32 9 

先秦秦汉文物学 2 32 10 

小计 24 384   

汉语言文字学方向 

  

语言与文化专题研究 2 32   

硕士任选 2  

门，4 学分； 

博士任选 7  

门，14 学分 

方言与音韵专题研究 2 32   

语言学史研究 2 32   

语言理论专题 2 32   

计算语言学研究 2 32   

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 2 32   

社会语言学专题研究 2 32   

训诂学专题研究 2 32   

中古汉语概论 2 32   

上古音研究 2 32   

词典学专题研究 2 32   

语义学 2 32   

中文信息处理专题研究 2 32   

现代汉语方言 2 32   

汉语语音专题研究 2 32   

汉语语言专著选读 2 32   

小结 32 512   

文献学方向课程组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32 9 

硕士任选 2  

门，4 学分； 

博士任选 7  

门，14 学分 

古籍整理研究 2 32 9 

《仪礼》导读 2 32 10 

《尚书》研究 2 32 9 

《史记》导读 2 32 9 

《四库提要》导读 2 32 9 

敦煌学 2 32 10 

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 2 32 10 

中国版本学史 2 32 9 

清代目录版本学研究 2 32 10 

古典文献检索 2 32 9 

古代礼制专题研究 2 32 9 

汉代经学思潮 2 32 10 

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 2 32 10 

西方汉学研究 2 32 9 

明代文献学研究 2 32 10 

小结 32 512   

实践课 

  

社会实践、文化研学、 田野调查和 实验室实

验等 
1   11   

前沿报告 2   10-12   

讨论班 1   12   

小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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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套保障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以学校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山东大学强基计划人才培养领导小组，由分管本科

培养和研究生培养的校领导做副组长，成员由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

作部、人事部、财务部、国际事务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全面领导强基计

划人才培养工作。 

文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工作小组，由分管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

学的领导做副组长，成员由院教指委委员、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务秘书、骨干教师等组成，全

面承担本专业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工作。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工作纳入学校教学督导范围，接受

学校教学督导组的监督与检查。 

（二）经费保障 

学校制定相应预算，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强基计划教学改革、条件改善、设备购置、实

验教学、社会实践、海外交流、奖助学金等方面的支出。相关学院配套相应经费，用于鼓励

优秀教师为强基计划学生开课、聘请外单位导师、组织讲座报告会等支出。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全校入选“高峰学科建设计划”的唯一文科专业，学院获 得了“

高峰学科建设计划”资金的支持，经费保障有力，同时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 维持费和各种

横向项目经费充足，可以满足培养计划的顺利实施，给师生提供优渥、便利、以人为本的教

研环境和条件。 

（三）政策保障 

学校保障强基计划的免试推荐研究生名额，凡达到升学深造要求的学生均可通过免试推

荐研究生方式进入我校研究生阶段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直博方式进入博士研究

生阶段学习。 

（四）其它激励机制 

学校专门制定强基计划奖学金相关政策，鼓励优秀学生完成学业，并在大学生创新创业

立项、公派留学等方面给与优先支持。 

 

强基计划招生及培养工作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执行。若遇教育部政策调整，则按新政

策执行。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专业2025级强基计划学生，

可随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作稍微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