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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民族学专业创办于2004年并开始招生，2022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专业所在学科民族学现为重庆市重点一级学科，拥有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并依托国家民委研究基地民族理论与政策评估研究中心支撑学科发展。本专业着眼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战略需求，立足西南、面向全国，培养符合新时

代民族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宽厚、田野调查技术熟练、理论与社会实践

有机结合、民族文化分析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本专业

充分利用学院历史学专业的学科资源采取宽口径培养模式，形成了以民族学与人类学课

程为主干，兼具历史学与考古学等相关学科课程资源的人才培养体系。

以《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的“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为指针，着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立足学校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定位，以学校“人格健全、基础扎实、能

力突出、素质全面、视野广阔”人才培养的总目标为指导，培养具有宽厚的基础知识、

优良的专业能力、完善的综合素质、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民族学专

业毕业生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走向社会领域成为能够胜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有关民族事务管理与服务工作的骨干人才。部分毕业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成为

相关教学研究机构的骨干，具备成为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优秀研究者的潜质。具体来说

达到如下目标。

1：在政治素质方面，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理想与信念，深入学习领会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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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意识。

2：在专业素质方面，具备扎实的民族学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民族学理论分析

能力；对世界和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具备充足知识；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民族政策的历

史发展，准确理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精神内涵与具体政策。

3：在专业能力方面，熟练掌握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具备从社会现实中

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良好的写作与表达能力，具

备学术论文以及党政、事业单位等部门公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具备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专

业知识，能够胜任专业领域的相关工作岗位。

4：在综合素质方面，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时代意识和国际视野；形成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养成良好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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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善于运用批判性、创新

性的思维方法提出并解决问题。

1.

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原理，具有科学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扎实的专业素养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

2.

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具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具有良好的中文运用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计算机技能、信息检索

技能，具有良好的科学和人文素养，具备较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较为熟练地掌握田野调查技能、文献检索技能、学术写作技能，具有利用专业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

的能力。

：每学年分为秋季、春季和夏季三个学期，夏季学期为选择性学期。

：标准学制4年，学习期限为3-6年。

学生在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达到《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西

校〔2021〕385号)规定的毕业条件，准予毕业；符合《西南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学士

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西校〔2021〕33号)规定的学位授予基本要求，授

予学士学位。

：主修学分163学分，港澳台学生161学分，来华留学生120学分。

：法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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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课程：45学分
通识必修课：37学分(港澳台学生35学分)

通识选修课：8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39学分 学科必修课：39学分

专业发展课程：64学分
专业必修课：27学分

专业选修课：37学分

综合实践课程：15学分 实践必修课：15学分

选修学分：45学分 选修比例：28%
实验和实践学分：29学分 实验和实践比例：18%

民族学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包括专业实验(实践)、专业课程设计、

民族调查、毕业实习、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

专业实验(实践)以专业课程为基础，通过在专业的实验室 (

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实验室)授课或者通过其它方式社会实践教学展开，学生需撰写

专业实验(实践)报告纳入课程成绩考核；专业课程设计采取学年论文写作的形式；民族

调查采取参观民族博物馆、民族地区考察的形式，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并撰

写专业的调查报告；毕业实习采取实地田野考察的方式，实习时间8周，1-2周校内准备

与培训，3-6周实地田野调查，7-8周返校总结，撰写田野考察报告；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由24学时的专门课程以及专业课程中的8学时劳动教育构成。选修课程根据课程性质安

排一定量的教学实践活动，教学实践形式由教师自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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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104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2 40 0 12 2 考试

思想政治类

3211104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2 40 0 12 2 考试

3211104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52 40 0 12 3 考试

32111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2 40 0 12 4 考试

13110001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0 0 1-8 考查

91110001 军事理论 2 32 32 0 0 1 考查
军事类

91110002 军事技能 2 2-3周 0 0 2-3周 1 考查

体育A 0.5 32 4 0 28 1 √ 考试

体育类

体育B 0.5 32 4 0 28 2 √ 考试

体育C 1 32 4 0 28 3 √ 考试

体育D 1 32 4 0 28 4 √ 考试

07113478 体育E 0.5 8 2 0 6 5/6 √ 考查

07113479 体育F 0.5 8 2 0 6 7/8 √ 考查

大学英语ⅡA/ⅡC/ⅠA 2.5 40 40 0 0 1 考试
外语类(课堂教学32
学时+网络自主学习

8学时)

大学英语ⅡB/ⅡD/ⅠB 2.5 40 40 0 0 2 考试

大学英语ⅡC//ⅠA/ⅠC 2.5 40 40 0 0 3 考试

大学英语/ⅡD/ⅠB/ⅠD 2.5 40 40 0 0 4 考试

大学日语ⅠA 2.5 40 40 0 0 1 考查 外语类、未修读大学

英语的学生须修读

(课堂教学32学时+
网络自主学习8学

时)

大学日语ⅠB 2.5 40 40 0 0 2 考试

大学日语ⅠC 2.5 40 40 0 0 3 考查

大学日语ⅠD 2.5 40 40 0 0 4 考试

21116444 大学计算机基础Ⅱ 3 56 32 0 24 2/3 √ 考试

9011003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A 0.5 8 8 0 0 2 考查
就业指导

9011003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B 0.5 8 8 0 0 5 考试

13110007 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16 0 0 2 √ 考试 创业基础

汉语1 3 48 48 0 0 1 √ 考试 替换思想政治类课

程、军事课程、军事

技能、公共外语、职

业规划与就业指导等

课程

汉语2 3 48 48 0 0 2 √ 考试

中国概况1 2 32 32 0 0 1 √ 考查

中国概况2 2 32 32 0 0 2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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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1046 中国国情概况 6 96 56 0 40 1/2 考试
替代思想政治类课程13114236 中国传统文化 6 96 64 0 32 1/2 考试

07113793 中国传统体育A 2 32 32 2 考试
替代军事类课程07113494 中国传统体育B 2 32 32 3 考试

37
思想政治类 √
心理健康类 2 √
公共艺术类 2 √
自然科学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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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必须选有思想政治类课程，必选心理健康类课程2学分，必选公共艺术类课程2学分，必须选有自然科学
类课程。如一门课程同时具备思想政治类、心理健康类、公共艺术类、自然科学类中的2种/3种/4种属性，视为同
时满足条件，以该课程实际学分计入。其他通识选修课学分任选。选修与本专业重复或相近的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不计入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

13214239 民族学概论 3 56 32 24 0 1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3310 考古学通论 3 48 48 0 0 4 √ 考试

13212890 中国文化概论 3 48 48 0 0 2 √ 考试

13214240 西方文化概论 3 48 48 0 0 3 √ 考试

13214241 中国民族史 4 64 64 0 0 1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0770 社会学概论 3 56 32 24 0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242 人类学概论 3 48 48 0 0 2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243 民俗学概论 3 48 48 0 0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297 中国民族志 4 64 64 0 0 1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298 世界民族志 4 64 64 0 0 3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299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3 48 48 0 0 3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214300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3 64 16 0 48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含劳

动教育8学时

39 656 560 48 48
13314301 中国古代史通论 3 48 48 0 0 1 考试

13314302 中国近现代史通论 3 48 48 0 0 2 考试

13314303 世界古代史通论 3 48 48 0 0 1 考试

13314304 世界近现代史通论 3 48 48 0 0 2 考试

13314248 社会研究方法 3 48 48 0 0 5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314250 文化人类学理论 3 48 48 0 0 3 考试

13314251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3 56 32 24 0 4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314253 应用人类学 3 56 32 24 0 6 √ 考试 专业核心课程

13314305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3 48 48 0 0 3 考试

27 448 400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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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267 政治、法律与社会 3 48 48 0 0 6 考查 优选

13324268 经济人类学 3 48 48 0 0 5 考查 优选

13324256 宗教人类学 3 48 48 0 0 5 考查 优选

13324262 藏学概论 3 48 48 0 0 3 考查 优选

13324270 汉人社会研究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274 乡村人类学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275 饮食人类学 2 32 32 0 0 6 考查

13324280 中国民族学史 2 32 32 0 0 6 考查

13324265 民族社会学 2 32 32 0 0 6 考查

13324264 历史人类学 2 32 32 0 0 6 考查

13324324 民族与边疆 2 32 32 0 0 5 考查

13324325 人类学专业英语 2 32 32 0 0 6 考查

13324269 性别与文化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273 都市人类学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3560 影视人类学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278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326 移民与中国社会 2 32 32 0 0 5 考查 重大课题特色课程

13324327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专题 3 48 48 0 0 5 考查 重大课题特色课程

13324272 西南族群文化研究 3 48 48 0 0 5 考查

13324196 中国民族关系史 3 48 48 0 0 5 考查

13324271 文化遗产与保护 2 32 32 0 0 5 考查

13324328 全球化与文化 2 32 32 0 0 5 考查

13324263 中国民族历史地理 2 32 32 0 0 3/4 考查

13324277 中国民族历史文选 2 32 32 0 0 3/4 考查

13324276 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 2 32 32 0 0 4 考查

13324279 丝绸之路与民族关系 2 32 32 0 0 3/4 考查

13324321 明清商人与社会 3 48 48 0 0 5/6 考查

13324330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3 48 48 0 0 3/4 考查

13320590 川渝地方史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316 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专题 2 32 32 0 0 5/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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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322 中国糖业史专题 2 32 32 0 0 3/4 考查

13324210 英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194 古希腊语与古希腊文明 2 32 32 0 0 1/2 考查

13324209 拉丁语与古罗马文明 2 32 32 0 0 3/4 考查

13324191 古希腊罗马文明交流史 2 32 32 0 0 5/6 考查

13324258 《道德经》导读 3 48 48 0 0 3/4 考查

13324142 《论语》导读 3 48 48 0 0 3/4 考查

13322070 《史记》导读 2 32 32 0 0 1/2 考查

13324198 简帛学通论 2 32 32 0 0 3/4 考查

国际课程模模块：总计2学分，除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以及参加出国(境)交流学习项目的本科生外，均需修满2学分。学生通过学校暑期国际课程周、国际课程云课堂等途径选修。

88 1408 1408 0 0 0
37 592 592 0 0 0

13614081 毕业实习 8 ≥8周 0 0 ≥8周 4/5 √ 考查

13614073 毕业论文 4 ≥4周 0 0 ≥4周 7-8 √ 考查

13614329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1 24 0 0 24 1-6 √ 考查

13610720 学年论文 1 24 0 0 24 6 √ 考查

13614283 民族调查 1 24 0 0 24 1-6 √ 考查

15 考查

可以替换通识教育选修或专业发展选修学分(除选修课中的必选类别以外)

科研学分 可替代专选课学分

技能学分

可替代通选课学分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10
注:
1.除学校有特别规定的课程外，原则上理论课16学时计1学分，实验(习)课24学时计1学分(既有理论又有实验(习)的课程，实验(习)课程部分按此标准折算)，实习(

实训)环节1周计1学分，不超过8学分。
2.大学外语和大学体育课程考试成绩按照《关于实施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通识必修课程大学外语、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的通知(试行)》(西大教务〔2021〕17号)文件进行

标准化处理。
3.专业发展选修课程中的“优选”系指学生须优先选择此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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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来华留学生学分总计120学分，在通识教育必修课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必修课程、综合实践课程板块中的应修课程在“来华留学生课程”一栏中已
加以标注；未标注的专业发展必修课程以及专业发展选修课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向来华留学生开设或来华留学生自主选修，完成毕业学分要求。

5.港澳台学生除用通识必修课中“港澳台学生板块”替换对应课程外，其它部分与主修课程保持一致。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2022级本科学生开始执行。

2.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邹芙都、李晶；主要参加人员：罗庆昌、罗朝斌、潘洵、郑家福、黄贤全、张文、蓝勇、徐松岩、陈宝良、田阡、赵国壮、

邓云清、曾现江、谭刚、蒋朴、李瑞。

3.本次培养方案修订的相关参与人员：

(1)本专业教师：田阡、曾现江、黄秀蓉、李文学、裴丽丽、韩雪、陈永亮、王彦芸、李思睿、付来友。

(2)用人单位代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重庆市民族宗教委员会经济处任华、北碚区组织部田洁。

(3)同行专家：云南大学教授何明、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厦门大学教授董建辉、兰州大学教授赵利生。

(4)毕业生代表：龚道涵(2017级民族学专业学生，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张蕾 (2017级民族学专业学生，现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

生)、秦思缘(2017级民族学专业学生，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周义凡(2016级民族学专业学生，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李思睿

(2016级民族学专业学生，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5)高年级学生代表：李晓云(2018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褚冰艳(2018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郑梦元(2018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庞飞龙(2018级

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熊思影(2019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成尚恒(2019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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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素质要求

热爱社会主义，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

本原理，具有科学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具有优良的

道德品质，扎实的专业素

养以及良好的身体素质。

1.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基本原理。

1.3有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4有遵纪守法、敬业爱岗、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团结

合作的品质。

1.5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素质、健全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

身体素质。

2.知识要求

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

方法，具备人文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和

方法。

2.1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

2.2具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3.综合能力要求

熟练掌握本专业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

方法，具备人文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和

方法。

3.1具有良好的中文语言和文字表达，较熟练运用1门外语

听、说、读、写，具备利用1门外语阅读基本文献的能力。

3.2熟练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具有信息检

索与处理的能力。

3.3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逻辑思维。

3.4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的能力。

3.5具有良好的协调、组织、团队合作，以及跨文化沟通

的能力。

4.专业能力要求

较为熟练地掌握田野

调查技能、文献检索技

能、学术写作技能，具有

一定的利用专业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

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提供专

业化服务的能力。

4.1具有独立开展田野调查，提炼、分析实地获得的田野

和文本资料，以及撰写专业调查报告的能力。

4.2掌握本专业文献检索、整理与分析方法，并具有跟踪

和分析国内外研究动态，发现理论与现实问题，以及撰写符合

学术规范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4.3具有运用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就理论问题提出新

见解、新观点，以及就现实问题提出新对策的探索性创新能

力。

4.4具有运用专业知识解决涉及民族工作、跨文化沟通的

实际问题，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提供专

业化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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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1 2 3 4

1.素质要求 √ √ √

2.知识要求 √ √

3.综合能力要求 √ √

4.专业能力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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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1 2 3 4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形势与政策 H
军事理论 H
军事技能 H
体育A H
体育B H
体育C H
体育D H
体育E H
体育F H

大学英语 H
大学日语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A H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B H

大学生创业基础 H H
中国民族志 H
世界民族志 H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H M H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M H H

民族学概论 H
考古学通论 H
中国文化概论 H M
西方文化概论 H M
中国民族史 H
社会学概论 H
人类学概论 M H
民俗学概论 H

社会研究方法 H M
中国古代史通论 H M
中国近现代史通论 H M
世界古代史通论 H M
世界近现代史通论 H M
文化人类学理论 M H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M H H
应用人类学 H H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M H
毕业实习 H M H
毕业论文 H H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M H M H
学年论文 H H
民族调查 H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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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1 2 3 4
1.1 1.2 1.3 1.4 1.5 2.1 2.2 3.1 3.2 3.3 3.4 3.5 4.1 4.2 4.3 4.4

思想道德与法治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 √ √
军事理论 √ √
军事技能 √ √ √
体育A √
体育B √
体育C √
体育D √
体育E √
体育F √

大学英语 √
大学日语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A √ √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B √ √

大学生创业基础 √ √ √
中国民族志 √
世界民族志 √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 √ √ √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 √ √

民族学概论 √
考古学通论 √
中国文化概论 √ √ √
西方文化概论 √ √ √
中国民族史 √
社会学概论 √
人类学概论 √ √
民俗学概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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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1 1.2 1.3 1.4 1.5 2.1 2.2 3.1 3.2 3.3 3.4 3.5 4.1 4.2 4.3 4.4

社会研究方法 √ √
中国古代史通论 √ √
中国近现代史通论 √ √
世界古代史通论 √ √
世界近现代史通论 √ √
文化人类学理论 √ √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 √ √
应用人类学 √ √ √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论文 √ √ √ √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 √ √ √
学年论文 √ √ √ √
民族调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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