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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历史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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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山东大学早在1901年创建之初即设有

“中外史学”课程。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在青岛办学时期的辉煌与发展，

奠定了“文史见长”的学术特色，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外享誉甚高的人文学者，聚

集了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陈同燮、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等

“八大教授”，以及丁山、赵纪彬、吴大琨、许思园、刘敦愿、韩连琪、孙思白、

华山、庞朴、蒋捷夫等一批知名学者。1951年独立成系，并创办了新中国最早的

高校文科学报——《文史哲》。以此为阵地，山东大学的历史学者发起了一系列

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讨论，进一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和文史重

镇的地位。 

1981年，历史学科获批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96年，在历史系等单位

基础上组建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以来先后获批省级、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

特色学科以及教育部高校历史学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单位。2003年，学院成功获

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历史学科划分为中国史、世界史、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均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5年，成功承办了有

“史学奥林匹克”之称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这是

大会成立115年来首次走进亚非拉国家。2017年，“考古与历史学”入选山东大

学“中国古典学术”双一流建设学科群。2019年历史文化学院入选教育部“三全

育人”试点单位，历史学专业（包含世界史、考古学）入选教育部“强基计划”

试点专业。2020年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及教育部拔尖人才2.0培养基地。 

2023年12月，历史文化学院改建为历史学院，考古系分出组建考古学院；设

立历史学院与考古学院党委，历史学院下设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系和档案学系。 

（二）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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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综合实力雄厚，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作支撑。本专业目前

有在职教师83人。职称结构上，教授36人，占比43%；副教授30人，占比36%。本

专业有国家教学名师1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教育部青年拔尖人才1人、泰山学

者3人、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与齐鲁文化英才4人、齐鲁青年学者7人。已形成先

秦秦汉史、中外关系史、中国乡村史、近代社会经济史、甲午战争与义和团运动

史、欧洲中世纪史、国别史等重要研究方向。 

（三）资源平台 

山东大学——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基地 

山东省东方文化研究基地 

数字人文实验室 

（四）创新举措 

组织吸收学生进入导师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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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精通中华

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变化历程，具有深厚的史学基础、国际视野和原始创新能

力，有志于服务学科创新及国家战略、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具有社会竞争力的历

史学高端人才。 

1.知识结构要求 

K1 熟习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系统掌握古文献、古文字、经典

著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 

K2 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拓展如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

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研究生阶段要求掌握特定研究方向上的多学科融合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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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 

2.能力结构要求 

A1 能够综合运用历史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包括信息化、数字化的研

究手段，分析中外历史现象，发现和探索有价值的历史问题及时代问题； 

A2 研究生（本研衔接）阶段，能够达到独立进行原创性和高水平学术研究

的能力以及从事其他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 

3.素质结构要求 

Q1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人文素养、宽厚的专业基础、开阔的国

际视野，富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 

Q2 能够重视思想、制度、社会、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具备历史学的

时间观、变化观等思维方式和专业素养； 

Q3 具备健全的人格与良好的心理素质，爱好体育锻炼，养成文明卫生的生

活方式。 

（二）研究生阶段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1.较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

修养； 

2.掌握中国史或世界史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运用该门外国语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具备担任专门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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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

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宗教学、民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领域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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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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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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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

办法如下。强基班学生有以下情形者将退出强基计划，转入历史学专业普通班：

一是受到校纪处分者；二是一门必修课不及格者；三是自动申请退出强基班者；

四是经学院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审核认定，不适合继续在强基班学习者

。同时，根据强基班动态调整情况，按照学生个人意愿、学习成绩、科研能力、

思想表现等，从普通班择优选拔相应数量学生增补进入强基班。如无满足选拔条

件者，可不补足空缺名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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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历史学院）与转段目录对应的研究

生培养单位（含考古学院、文学院、儒学高等研究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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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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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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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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教育部“强基计划”试点专业，本专业专门制定本硕博衔接的人才培养

方案，单独编班，配备一流的师资，提供一流的学习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环境

与氛围，实行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模式，畅通成长发展通道。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课程学

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系统掌握所在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个别指

导或导师负责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指导方式。 

四、 学习年限 

实施“3+1+X”学制进行本硕博衔接式培养，其中“3”是指3年的本科阶段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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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或者4，分别表示2年的硕士、或者4年的硕士和博士阶段。 

五、课程设置 

（一）本科阶段课程类型 

1.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计算思维、

大学英语课程组、体育、军事理论、形势与政策 

通识核心课：科技素养、人文素养、艺术审美、生命健康 

通识选修课：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通选类国际化课程 

2.专业教育课程 

学科平台基础课程：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西方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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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艺术史、中文写作训练 

专业基础课程：新生研讨课、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1)、世界通史·世界

古代史、中国古文字学、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2)、

文献学概论、中国古文字学专题、中国史学史、世界通史·世界现代史(1)、中

国通史·中国近代史(1)、中国历史文选(1)、西方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

史(2)、中国历史文选(2)、世界通史·世界现代史(2)、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考古学通论、世界史经典文献导读 

专业核心课程：学年论文、田野调查、教学实习、数字人文、毕业论文 

3.前沿拓展课程 

重点提升计划：“大思政”社会实践、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四史教育系列专

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涯发展：学业职业目标养成、军事技能、劳动实践

（劳育）、大学生劳动教育理论课（劳育） 

创新创业计划：稷下创新、齐鲁创业 

拓展培养计划：学术创新、文化艺术、社会服务、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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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阶段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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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16.7% 1.9%  2.5%  

学科平台

基础课程 

学分数 10 10     

学分比例 6.2% 6.2%     

专业必修

课程 

学分数 66 51    15 

学分比例 41% 31.7%    9.3% 

专业选修

课程 

学分数 39 36    3 

学分比例 24.2% 22.4%    1.8% 

通识教育

核心课程 

学分数 8 8     

学分比例 5% 5%     

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 

学分数 4 4     

学分比例 2.5% 2.5%     

合计 

学分数 161 136 3  4 18 

学分比例 100% 84.5% 1.9%  2.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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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置及学时表 

（注：研究生阶段分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专业） 

阶段 课程类
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考核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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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6  

sd028108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6 考试 6  

sd028108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6 考试 4  

sd02810850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6 考试 1  

sd03011670 计算思维 3 64 考试 2  

00070 大学英语课程组 8 256 考试 1-4 
课外 64
学时 

sd02910630 体育（1） 1 32 考查 1  

sd02910640 体育（2） 1 32 其它 2  

sd02910650 体育（3） 1 32 其它 3  

sd02910660 体育（4） 1 32 考试 4  

sd06910010 军事理论 2 32 考试 1  

sd090101C0 形势与政策（1） 0 8 考试 1  

sd090101D0 形势与政策（2） 0.5 8 考试 2  

sd090101E0 形势与政策（3） 0 8 考试 3  

sd090101F0 形势与政策（4） 0.5 8 考试 4  

sd09010200 形势与政策（5） 0 8 考试 5  

sd09010210 形势与政策（6） 0.5 8 考试 6  

sd090101A0 形势与政策（7） 0 8 考试 7  

sd090101B0 形势与政策（8） 0.5 8 考试 8  

应修小计 31 760    

应修说明  

通
识
教
育
核
心
课
程 

00100 科技素养 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

分 

00110 人文素养 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

分 

00120 艺术审美 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

分 

00130 生命健康 2 32 考查 1-8 
任选 2 学

分 

应修小计 8 128    

应修说明  

通
识
教
育
选
修
课
程 

00090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组 2 3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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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952    

专 学 sd00821920 中国学术思想史 2 32 考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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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教
育
课
程 

科
平
台
基
础
课
程 

sd00822280 中外文化交流史 2 32 考查 4  

sd00521050 西方学术思想史 2 32 考查 4  

sd00624610 中外艺术史 2 32 考试 6  

sd00521100 中文写作训练 2 32 考查 3  

应修小计 10 160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sd00832970 新生研讨课 2 32 考查 1  

sd00831850 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1) 4 64 考试 1  

sd00830880 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 4 64 其它 1  

sd00831710 中国古文字学 2 32 考查 1  

sd00830900 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 6 96 其它 2  

sd00831860 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2) 4 64 考试 2  

sd00833170 文献学概论 2 32 考试 2  

sd00833160 中国古文字学专题 2 32 考试 2  

sd00831830 中国史学史 2 32 考试 3  

sd00830910 世界通史·世界现代史(1) 3 48 考试 3  

sd00831880 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1) 3 48 考试 3 

学分算通
识课“中
国近现代
史纲要” 

sd00831790 中国历史文选(1) 2 32 考试 3  

sd00831390 西方史学史 2 32 考试 4  

sd00831890 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2) 3 48 考试 4  

sd00831800 中国历史文选(2) 2 32 考试 4  

sd00830920 世界通史·世界现代史(2) 3 48 考试 4  

sd00833210 
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 
2 32 考试 5  

sd00830670 考古学通论 2 32 其它 5  

sd00833560 世界史经典文献导读 2 32 考试 6  

应修小计 52 832    

应修说明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sd00832630 学年论文 2 64 考查 6  

sd00833500 田野调查 2 64 考查 6 
综合实践
课程 

sd00833350 教学实习 5 160 考查 7  

sd00833490 数字人文 2 32 考查 7 
专业+人
工智能 

sd00830040 毕业论文 6 192 考试 8  

应修小计 17 512    

应修说明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sd00833150 史前考古 2 32 考试 2  

sd00832660 中国思想史 2 32 考试 2  

sd00833140 西方古代史经典研读 2 32 考试 2  

sd00833280 全球史导论（双语） 2 32 考试 3  

sd00833D20 社会调查方法 3 96 考查 3 实践课 

sd00832980 中国历史地理专题 2 32 考试 3  

sd00832670 中国经济史 2 32 考试 3  



 

10 

 

 

sd00831370 文书学 2 33 考试 3 2课时实践 

sd00832250 拜占庭文明 2 32 考试 3/5  

sd00833240 夏商周考古 2 32 考试 3  

sd00833200 日语与文化导论（双语） 2 32 考试 3-4  

sd00832990 出土文献专题 2 32 考试 4  

sd00833010 中国社会史专题 2 32 考试 4  

sd00832260 
十六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互

动 
2 32 考试 4  

sd00833220 汉唐考古 2 32 考试 4  

sd00831970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32 考试 5  

sd00833030 中国方志学 2 32 考试 5  

sd00833460 “三通”选读 2 32 考试 5  

sd00832280 西方史学理论与流派 2 32 考试 5  

sd00830750 美国史 2 32 考试 5  

sd00830520 韩国史 2 32 考试 5  

sd00832680 日本史 2 32 考试 3/5  

sd00831540 英国史 2 32 考试 5  

sd00833410 《资治通鉴》选读 2 32 考试 6  

sd00831640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 2 32 考试 6  

sd00833420 近代史文献选读 2 32 考试 6  

sd00833130 德国史 2 32 考试 6  

sd00832330 法国史 2 32 考试 6  

sd00833120 日本战国时代与东亚 2 32 考试 6  

sd00832100 宗教文化艺术概论 2 32 考试 6  

sd00833000 中国妇女史专题 2 32 考试 6  

sd00833470 社会学概论 2 32 考试 7  

sd00833440 “二十四史”选读 2 32 考试 7  

sd00833510 现代史文献选读 2 32 考试 7  

 

应修小计 
27 480   

实践3学

分 

应修说明  

 

 

 

 

 

 

本研

衔接

阶段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限

选

课

程 

0170006 中国古代史研究 3 48  7 

中国史方

向 

0170004 中国近代史专题 3 48  7 

0170005 中国现代史专题 3 48  7 

0330099 史学理论 3 54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198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170010 世界史研究 3 48  7 

世界史方

向 

0330099 史学理论 3 54  8 

0170009 中外关系史文献导读 3 48  8 

0170011 西方史学名著导读 3 48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198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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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0821020 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 18 576 考查 7 考古学方

向 模块应修小计 18 576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本科生课程 

0330162 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理论与方
法 

3 54  7 

民俗学方

向 

0330093 民间文献研究 2 54  8 

0330095 中国民俗史 2 54  8 

0330154 文化人类学 3 54  8 

0330163 
民间文化理论与当代口承文

学研究 2 54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70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sd02810560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48 考试 7 

马克思主

义理论方

向 

sd02830080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3 48 考试 7 

sd0283015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2 32 考查 8 

sd0283013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2 32 考查 8 

sd028307A0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2 32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192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本科生课程，包含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研究等4个细分方向。 

0110174 中国语言学史 2 36 考试 7 

汉语言文

字学方向 

0110391 古文字学基础 2 36 考试 7 

110122 汉语研究 3 54 考试 7 

0330039 石刻文献研究 2 36 考试 7 

0110124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3 54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考试 7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330039 石刻文献研究 2 36 考试 7 

中国古典

文献学方

向 

0330208 文献研究方法论 2 36 考试 7 

0110174 中国语言学史 2 36 考试 7 

0110124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3 54 考试 8 

0110112 文献学 3 54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110275 辞赋学研究 2 36 考试 7 

中国古代

文学方向 

0110089 唐宋文学研究 2 36 考试 7 

0330039 石刻文献研究 2 36 考试 7 

0110124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3 54 考试 8 

0110112 文献学 3 54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010017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选读 3 54 考试 7 
马克思主

义哲学方
0010018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3 54 考试 8 

0010019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 3 54 考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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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生阶

段 

0010020 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研究 3 54 考试 8 向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考试 7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010200 古希腊哲学 3 54 考试 7 

外国哲学

方向 

0010031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3 54 考试 7 

0010032 康德与德国观念论 3 54 考试 7 

0010198 当代西方哲学 3 54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330107 儒家哲学 3 54 考试 7 

中国哲学

方向 

0010081 道家哲学 3 54 考试 7 

0010079 易学哲学 3 54 考试 7 

0010082 宋明理学专题 3 54 考试 8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模块应修说明 该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0010208 犹太教研究 3 54 考试 7 

宗教学方

向 

0010122 佛教研究 3 54 考试 7 

0010158 东亚宗教研究 3 54 考试 8 

0010012 宗教学研究 3 54 考试 7 

模块应修小计 12 216   

模块应修说明      

应修说明 

考古学方向为18学分，中国史
方向、世界史方向、民俗学方
向、汉语言文字学方向、中国
古典文献学方向、中国古代文
字学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
向、外国哲学方向、中国哲学
方向、中国哲学方向、宗教学

方向为研究生课程。 

学位公

共课 

G0900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2 36 考试 2  

G910101 研究生学术英语 3 54 考试 2  

G090008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1 18 考试 2  

学位基
础课 0170002 中外历史文献研究专题 3 54 考试 1 

拟用本研
衔接阶段
课程代替 

 0170003 中外历史研究专题 3 54 考试 2 
拟用本研
衔接阶段
课程代替 

学
位
专
业
课 

中
国
史 

0170004 中国近代史专题 3 54 考试 1  

0170006 中国古代史研究 3 54 考试 1  

0170008 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论 3 54 考试 1  

0170017 史学史文献导读 3 54 考试 1  

0330099 史学理论 3 54 考试 1  

0170005 中国现代史专题 3 54 考试 1  

0170007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3 54 考试 2  

0170009 中外关系史文献导读 3 54 考试 2  

0170228 论文写作规范与学术道德 1 18 考察 2  

0170200 三农与近代中国 2 36 考查 1  

0170208 抗日战争研究专题 2 36 考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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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209 
日本中古史（7-17世纪）专

题 
2 36 考查 1  

0170241 文化研究史专题 2 36 考查 2  

0170242 明清史专题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04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060 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075 《春秋左传》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076 先秦秦汉史专题 2 36 考查 2  

0170078 魏晋隋唐史专题 2 36 考查 2  

0170080 中国区域与城市史 2 36 考查 2  

0170082 魏晋隋唐经济史 2 36 考查 2  

0170084 宋元明清史专题 2 36 考查 2  

0170092 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197 中国近代知识与思想史 2 36 考查 2  

0170201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 2 36 考查 2  

0170205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2 36 考查 2  

0170211 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2 36 考查 2  

0170213 史学研究方法导论 2 36 考查 2  

0170215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专题 2 36 考查 2  

世
界
史 

0170175 西方古代文化史 2 36 考查 1  

0170182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 2 36 考查 1  

0170209 日本中古史（7-17世纪）专
题 

2 36 考查 1  

0170231 古希腊语（初级） 3 54 考查 1  

0170233 拉丁语（初级） 3 54 考查 1  

0170234 拉丁语（高级) 3 54 考查 1  

0170235 欧洲近代早期史 2 36 考查 1  

0170239 疾病、医学与现代文明 1 18 考查 1  

0170230 德国史专题研究 2 36 考查 2  

0170232 古希腊语（高级） 3 54 考查 2  

0170236 中世纪史史料解析 2 36 考查 2  

0170237 上古史史料解析 3 54 考查 2  

0170238 
古代东亚历史文献导读

（11-18世纪） 2 36 考查 2  

0170054 美国政治制度史专题 2 36 考查 3  

0170056 法国史专题 2 36 考查 3  

0170057 英国史专题研究 2 36 考查 3  

0170058 西方文化经典原著研读 2 36 考查 3  

0170060 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 2 36 考查 3  

0170093 
断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汉、
唐、宋、元、明、清前期、

近代中外关系任选） 
2 36 考查 3  

0170094 
国别中外关系史研究（中
韩、中日、中西关系史任

选） 
2 36 考查 3  

0170095 国际关系理论 2 36 考查 3  

0170141 现代国际关系专题 2 36 考查 3  

0170168 海外中国学研究 2 36 考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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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素质拓展计划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号/组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开
设
学
期 

备   注 

重 
点 
提 
升 
计 
划 

sd072201A
0 “大思政”社会实践（1） 0.5 16 2 实践16学时 

sd072201B
0 “大思政”社会实践（2） 1 32 4 实践32学时 

sd072201C
0 “大思政”社会实践（3） 0.5 16 6 实践16学时 

sd0931001
0 国家安全教育 2 40 1 实践16学时 

sd028105
90 “四史”教育系列专题              1 16 

春
季  

sd0781022
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济南） 2 32 1  

00080 劳动教育课程 2 48 

春
季
+ 

秋
季 

实践32学时 

sd0691005
0 军事技能 2 168 1 实践168学时 

小  计 11 368  实践280学时 

创 
新 
创 
业 
计 
划 

 创新实践课程     

 创业实践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成果     

小  计 4    

拓 
展 
培 
养 
计 
划 

 学术创新 2   
任选2模块，每

模块至多计2学

分，共需修满4

学分。 

 文化艺术 2   

 社会服务 2   

 身心健康 2   

小  计 8    

重点提升计划、创新创业计划、拓展培养计划合计 23    

 

（五）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课程类别 课程号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数 

总 
学 
时 

考
核
方
式 

开
设
学
期 

备注 

大学英语课程
组 

00070 大学基础英语(1) 2 64 考试 1 实践32学时 

 大学基础英语(2) 2 64 考试 2 实践32学时 

 大学基础英语(3) 2 64 考试 3 实践32学时 

 大学基础英语(4) 2 64 考试 4 实践32学时 

 大学新文科英语(1) 2 64 考试 1 实践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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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新文科英语(2) 2 64 考试 2 实践32学时 

 通用学术英语（1） 2 64 考试 1 实践32学时 

 通用学术英语（2） 2 64 考试 2 实践32学时 

 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2 64 考试 3/4 实践32学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解

读 
2 64 考试 3/4 实践32学时 

 英语演讲与辩论 2 64 考试 3/4 实践32学时 

 跨文化交际与全球胜任力 2 64 考试 3/4 实践32学时 

 医学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 2 64 考试 2 实践32学时 

应修小计 8 256   实践128学时 

 

六、配套保障 

（一）组织保障 

2020年9月，历史学强基计划启动伊始，学院即成立“强基计划人才培养委

员会”。委员会由书记、院长牵头，分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副院长、分管学

生工作的副书记具体负责，历史学系主任、世界史学系主任和强基班班主任通力

合作，为强基计划更好实施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经费保障 

从学院学科建设经费中，专门划拨强基计划人才培养经费，提供专业知识学

习方面的保障；鼓励支持强基班学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审批报销其外出考察、

开会等期间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 

（三）政策保障 

2022年10月，学院制订出台《历史学专业“强基计划”动态进出机制实施办

法（试行）》，更加明确和规范强基班学生动态进出机制和实施方案。 

（四）其它激励机制 

组织强基班学生与历史班学生共同参加的学年论文报告会，邀请院内外资深

专业教师担任评议人，评选一二三等奖项，激励强基班学生更好筑牢专业基础，

提升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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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2025级强基计划学生。具体执行时

可随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需求变化作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