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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历史学专业发端于 20世纪 40年代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的史地系，吴宓、孙培良、李源澄、邓子琴、吴毓江、杜钢百等著名学者曾在此执教，

为本专业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铸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专业入选国家特色专业、首

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首批重庆市一流专业、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

专业平台“历史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入选重庆市高校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专业

所在学科基础雄厚， 现有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古典学交叉学科博士授权点、历史教育硕士

(含高师硕士) 授权点作为学科支撑， 拥有教育部希腊研究中心、教育部伊朗研究中心、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市重点文科研究基地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科研

平台。在数十年建设发展过程中，本专业采取宽口径培养模式，拓宽学生基础知识面，

深化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历史学人才培养体系，构成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

本专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与文化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注国家和地区对

历史文化传承、民族社会发展高端人才的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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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养的

总目标为指导， 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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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毕

业生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成长为学术研究、文教事业、行政管理等行业的青年骨干，

具备成为各自领域领军人才的潜质。具体达到如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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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具备现代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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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责任感，

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熟悉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带头践行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 立志成为具有坚定思想信仰、远大抱负、服务社会、忠于人民的学术

研究、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

目标 2：在专业素质方面，具有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历史知识整合

能力，以开放和包容的眼光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掌握了

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 能够将历史事物与特定时

间及空间联系起来对历史问题进行科学客观地观察和分析， 具备一定的历史专业思想和

学术追求， 在老师引导下通过专业训练， 成为专业基础扎实、知识全面、专业素养高的

学术研究、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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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在专业能力方面，熟练掌握历史资料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具备

突出的历史问题分析能力； 拥有较强的中文历史文献解读能力， 能够查阅和利用历史文

献资料； 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能够查阅和利用外文历史文献资料， 可用外语进行历史

学术沟通与交流； 掌握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方法， 以史料分类、史料辨

析、史料运用、观点论证的形式呈现历史； 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 具

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知识的能力， 成为综合能力

强、创新意识强的学术研究、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

目标 4：在综合素质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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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 善于运用批判性、创新性的思维方法提出并

解决问题，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成为综合能力突出、人文素养全面、专业基础扎实的

学术研究、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并具有一流学者和领导者的潜质。

1.【道德要求】 具有正确政治理想与信念；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 具有法

律意识和公民意识， 具有仁爱之心； 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 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依

法行事，严守秘密；公正透明，服务社会。

2.【素质要求】 拥有优良道德品质； 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时代意识和国际视

野； 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素质和积极的

人生态度。

3.【知识要求】掌握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对相关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

亦有所了解； 熟悉并掌握历史学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了解国内外史学界

的重要动态； 能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认识历史问题， 具备一定的哲学

思辨能力和文学素养。

4.【能力要求】掌握资料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具备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

力；拥有较强的汉语解读能力，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文献资料；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

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文献资料， 可用外语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 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

等现代技术手段， 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知识的

能力。

5.【发展要求】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 学会教学反思、问题反

思，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提升开拓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

方法，分析和解决历史教育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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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学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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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学位 150学分， 港澳台学生 148学分， 来华留学生 120学分。

历史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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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学分 学科必修课： 31学分

专业发展课程： 59学分
专业必修课： 35学分

专业选修课： 24学分

综合实践课程： 15学分 实践必修课： 15学分

选修学分： 32学分 选修比例： 21.3%
实验和实践学分： 23.8学分 (包

括通识必修课程的 8.4个实践学

分)

实验和实践比例： 16%

包括历史论文写作(学年论文) 、社会历史调查、毕业实习、毕

业论文(设计、作品)和社会实践。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主要采取博物馆研习、实验室实训、自

主科研活动等形式； 社会历史调查主要采取历史文化遗址考察、口述资料调查、近代厂

矿企业调查等形式； 毕业实习为博物馆工作实习、中学历史教学等形式， 实习时间 8周，

1-2周校内准备与培训， 3-6周博物馆或中学教学实习， 7-8周返校总结， 撰写实习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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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考试
思想政治类3211104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5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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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 考试

321110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2 40 12 2 考试

13110001 形势与政策 2 64 64 1-8 考查

91110001 军事理论 2 32 32 1 考查
军事类

91110002 军事技能 2 2-3周 2-3周 1 考查

体育 A 0.5 32 4 28 1 √ 考试

体育类

体育 B 0.5 32 4 28 2 √ 考试

体育 C 1 32 4 28 1 √ 考试

体育 D 1 32 4 28 2 √ 考试

07113478 体育 E 0.5 8 2 6 1 √ 考查

07113479 体育 F 0.5 8 2 6 7/8 √ 考查

大学英语ⅡA/ⅡC/ⅠA 2.5 40 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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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考试

大学英语ⅡC//ⅠA/ⅠC 2.5 40 40 2 考试

大学英语/ⅡD/ⅠB/ⅠD 2.5 40 40 1 考试

大学日语 ⅠA 2.5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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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试

大学日语 ⅠC 2.5 40 40 3 考查

大学日语 ⅠD 2.5 40 40 4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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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1003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A 0.5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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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考试

13110007 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16 2 √ 考试 创业基础

汉语 1 3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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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考试

中国概况 1 2 32 32 1 √ 考查

中国概况 2 2 32 32 2 √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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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1046 中国国情概况 6 96 56 40 1/2 考试
替代思想政治类课程

13114236 中国传统文化 6 9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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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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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类 2
公共艺术类 2
自然科学类

8
如一门课程同时具备思想政治类、心理健康类、公共艺术类、人文社科类(或自然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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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4292 中国古代史(上) 4 64 64 1 √ 考试

13214293 中国古代史(下) 4 64 64 2 √ 考试

13214294 中国近代史 5 80 80 3 √ 考试

13214097 中国现当代史 3 48 48 4 √ 考试

13214295 世界上古史 4 64 64 1 √ 考试

13212020 世界中古史 3 48 48 2 √ 考试

13214086 世界近代史 4 64 64 3 √ 考试

13214296 世界现当代史 4 64 64 4 √ 考试

31 496 496
13310070 史学理论与方法 3 48 48 5 √ 考试 1. 《史学理论与方法》

《历史研究技能与论

文写作》《国学概论》

《中国历史文选》(上

下)《中国史学史》《外

国史学史》《中国历史

地理》均为专业核心课

程。

2.专业核心课程《历史

研究技能与论文写作》

含劳动教育 8学时。

13324174 中国文化概论 3 48 48 2 考试

13324148 西方文化概论 3 48 48 3 考试

13324119 考古学通论 3 48 48 4 考试

13214239 民族学概论 3 48 48 1 考试

13314205 历史研究技能与论文写作 3 48 40 8 5 √ 考查

13314244 国学概论 2 32 32 6 √ 考试

13314245 中国历史文选(上) 3 48 48 5 √ 考试

13314246 中国历史文选(下) 3 48 48 6 √ 考试

13314228 中国史学史 3 48 48 3 √ 考试

13314227 外国史学史 3 48 48 6 √ 考试

13314247 中国历史地理 3 48 48 2 √ 考试

35 560 55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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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332 民俗学概论 3 48 48 4/5 考查

13324334 社会学概论 3 48 48 4/5 考查

13324336 人类学概论 3 48 48 2/3 考查

13324337 中国民族史 3 48 48 1/2 考查

13323760 历史美学 2 32 32 5/6 考查

13324231 中国文学史概论 2 32 32 5/6 考查

13324166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2 32 32 5/6 考查

13320260 中国政治制度史 2 32 32 3/4 考查

13320320 西方政治制度史 2 32 32 3/4 考查

13324146 西方史学流派评析 3 48 48 3/4 考查

13324264 历史人类学 2 32 32 5/6 考查

13323720 中国科技史专题 2 32 32 5/6 考查

13324225 中东现代化研究 2 32 32 6/7 考查

13324177 中美关系史 2 32 32 6/7 考查

13323850 中国地图学史与历史地图绘制 2 40 16 24 5/6 考查

13323370 中国古代地理学 3 48 48 5/6 考查

13324261 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3 48 48 3/4 考查

13614284 世界历史重大事件现场教学 3 48 16 32 考查

13324314 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现场教学 3 48 16 32 考查

47 760 672 88 考查

13324194 古希腊语与古希腊文明 2 32 32 1/2 考查

13324209 拉丁语与古罗马文明 2 32 32 3/4 考查

13324319 波斯语与古代伊朗文明 2 32 32 3/4 考查

6 96 96

13324254 《四书》要义 5 80 80 5/6 考查 优选

13324255 《五经》精蕴 5 80 80 5/6 考查 优选

13324144 文物鉴赏与投资 3 48 48 5/6 考查

13324257 博物馆学概论 2 32 32 3/4 考查

13320120 周易研究 3 48 48 6/7 考查

13323050 道教与养生 3 48 48 6/7 考查

13324258 《道德经》导读 3 48 48 3/4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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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142 《论语》导读 3 48 48 3/4 考查

13322070 《史记》导读 2 32 32 1/2 考查

13324198 简帛学通论 2 32 32 3/4 考查

31 496 496

13324190 先秦秦汉史专题 2 32 32 1/2 考查

13320270 魏晋隋唐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217 宋元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218 明清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232 晚清史专题 2 32 32 3/4 考查

13324219 民国史专题 2 32 32 3/4 考查

13324220 中国现当代史专题 2 32 32 5/6 考查

13324207 古希腊史专题 2 32 32 3/4 考查

13324208 古罗马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318 拜占庭帝国史专题 2 32 32 3/4 考查

13324157 英国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125 美国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13324221 日本史专题 2 32 32 1/2 考查

13324160 中东史专题 2 32 32 2/3 考查

28 448 448

13320590 川渝地方史 2 32 32 5/6 考查

13324259 先秦思想文化 3 48 48 1/2 考查

13324211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 2 32 32 3/4 考查

13324317 日本侵华史研究 2 32 32 3/4 考查

13324223 中日关系史 2 32 32 5/6 考查

13324316 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史专题 2 32 32 5/6 考查

13323930 隋唐社会生活史 2 32 32 3/5 考查

13324195 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专题 2 32 32 6/7 考查

13324191 古希腊罗马文明交流史 2 32 32 5/6 考查

13323740 中西文化交流史专题 2 32 32 6/7 考查

13324224 美国社会史 2 32 32 5/6 考查

13324192 美国城市史 2 32 32 5/6 考查

13320370 美国外交史 2 32 32 5/6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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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4210 英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2 32 32 5/6 考查

29 464 464

13324320 中国西南历史交通与文化 2 32 32 5/6 考查

13324321 明清商人与社会 3 48 48 5/6 考查

13324260 抗战大后方研究 2 32 32 3/4 考查

13324322 中国糖业史专题 2 32 32 3/4 考查

9 14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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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通过学校暑期国际课程周、国际课程云课堂等途径选修)

24 来华留学生需选修 13
个学分。

13610720 学年论文 1 24 24 5-6 √ 考查

13614281 社会历史调查 1 24 24 6-8 √ 考查

13614081 毕业实习 8 192 24 6/7 √ 考查

13614329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1 24 2-4 √ 考查

13614073 毕业论文 4 96 7-8 √ 考查

15 360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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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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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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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培养方案执行对象：从 2022级本科学生开始执行。

2. 《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现场教学》系个性化选修课程，采用现场教学形式，不定期

开设， 学生自愿参加。课程由教师提出方案， 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成体系， 经学院同意

后实施。学生经费自理，人数控制在 20-30人之间。行课时间原则上安排在两个假期，

现场教学时间不少于两周。

3. 《世界历史重大事件现场教学》系个性化选修课程，采用现场教学形式，不定期

开设， 学生自愿参加。课程由教师提出方案， 主题明确， 内容充实成体系， 经国际处同

意组团并承诺负担带队教师费用后， 报请学院备案实施。学生经费自理(亦可申请国际

处补贴) ，人数须达到国际处规定。行课时间原则上安排在两个假期， 现场教学时间不

少于一周。

4.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 邹芙都、李晶；主要参与人员：潘洵、罗庆昌、罗

朝斌、蓝勇、张明富、张文、徐松岩、陈宝良、郑家福、黄贤全、曾现江、邓云清、 赵

国壮、 谭刚、王勇、温翠芳、陈志刚、侯振兵、郭涛、王伟宏、马振波、曾潍嘉、蒋朴、

李瑞。

5. 本次培养方案修订利益相关方参与人：张荣祥(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副馆长)、

黎方银(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 、谭光龙(重庆市文联文艺处处长) 、邓志勇(北碚区

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建军(贵

州大学党委书记) 、黄开红(重庆市教科院教研员) 、邓晓鹏(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党委

书记、历史高级教师) 、张奇(重庆小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成平(云南

路景公路文化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静雅(2017届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云南省国家

税务局)、朱磊(2021 届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任钊宜(2021

届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南开大学研究生) 、叶章强(2021届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武汉大

学研究生)、张宁(2018 级历史学专业学生)、李舒婷(2018 级历史学专业学生)、

侯雅涵(2018 级历史学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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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1.【道德要求】 具有正确政治理想与信

念；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具

有法律意识，具有仁爱之心；忠于职守，

乐于奉献；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依

法行事， 严守秘密；公正透明，服务社

会。

1-1[政治立场]：具有政治理想与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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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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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职业道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育相关法律，忠于职

守，乐于奉献。

1-3[社会公德]：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依法行事，严守秘

密；公正透明， 服务社会。

2.【素质要求】 拥有优良道德品质； 具

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时代意识和国

际视野； 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严谨的

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

的人生态度。

2-1[品德素质]：拥有优良道德品质，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

2-2[文化素质]：具有时代意识和国际视野， 具有深厚的人文

素养和严谨的科学精神。

2-3[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3. 【知识要求】掌握人文学科、社会科

学的基本知识，对相关自然科学的基本

知识亦有所了解； 熟悉并掌握历史学的

核心知识；掌握历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

方法；了解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动态；

能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

和认识历史问题， 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

能力和文学素养。

3-1[历史学专业素养]：掌握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

对相关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亦有所了解；熟悉并掌握历史学的

核心知识。

3-2[历史学研究素养]：掌握历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了

解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动态。

3-3[跨学科素养]：能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和

认识历史问题， 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文学素养。。

4. 【能力要求】掌握资料分类、检索、

甄别等基本技能， 具备提出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 拥有较强的汉语解读能力，能

够查阅和利用相关文献资料；拥有较强

的外语水平，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文献

资料，可用外语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

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

段，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

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知识的能力。

4-1[专业能力]：掌握资料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 具

备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拥有较强的汉语解读能力， 能够查

阅和利用相关文献资料。

4-2[外语技能]：拥有较强的外语水平，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

文献资料， 可用外语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

4-3[信息技术技能]：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

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社会传播、普及历史文化与

知识的能力。

5.【发展要求】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学会教学反思、问

题反思；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提升开拓

新问题， 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善于运用

批判性思维方法， 分析和解决历史教育

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5-1[反思能力]: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学

会教学反思、问题反思。

5-2[批判思维]：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提升开拓新问题，解决

新问题的能力； 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历史教

育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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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政治立场 √ √ √ √

职业道德 √ √

社会公德 √ √

品德素质 √ √

文化素质 √ √

心理素质 √

历史学专业素养 √ √ √ √

历史学研究素养 √ √

跨学科素养 √ √ √ √

专业能力 √ √ √ √

外语技能 √ √

信息技术技能 √ √ √

反思能力 √ √

批判思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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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H M

形势与政策 H M

军事理论 M

军事技能 M

体育 A M

体育 B M

体育 C M

体育 D M

体育 E H

体育 F H

大学英语ⅡA/ⅡC/ ⅠA H

大学英语ⅡB/ⅡD/ ⅠB H

大学英语ⅡC// ⅠA/ ⅠC H

大学英语/ⅡD/ ⅠB/ ⅠD H

大学日语或俄语 A/B/C/D H

大学计算机基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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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大学生创业基础 M

汉语 1 M

汉语 2 M

中国概况 1 H M

中国概况 2 H M

中国国情概况 H L

中国传统文化 H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类课程(含武术、太极拳、健身

气功、中华射艺等)
M L

中国古代史(上) H

中国古代史(下) H

中国近代史 H

中国现当代史 H

世界上古史 H

世界中古史 H

世界近代史 H

世界现当代史 H

史学理论与方法 H

中国文化概论 M

西方文化概论 M M

考古学通论 M M

民族学概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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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技能与论文写作 H

国学概论 H

中国历史文选(上) H

中国历史文选(下) H

中国史学史 H M

外国史学史 H

中国历史地理 H

学年论文 H H M

社会历史调查 M L H

专业实习 M H M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M H

毕业论文 H H H

注： 1.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强度用相应的系数或者 H\L\M 表示， 具体表述形式各专业自

行决定。支撑强度的含义是：该门课程覆盖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多寡，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

度应有具体依据，每项毕业要求能够完全被相关的课程支撑。

2.矩阵应覆盖所有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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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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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A/ⅡC/ ⅠA √ √ √

大学英语ⅡB/ⅡD/ ⅠB √ √ √

大学英语ⅡC// ⅠA/ ⅠC √ √ √

大学英语/ⅡD/ ⅠB/ ⅠD √ √ √

大学日语或俄语 A/B/C/D √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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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汉语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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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2 √ √

中国概况 1 √ √ √

中国概况 2 √ √ √

中国国情概况 √ √

中国传统文化 √ √ √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类课程(含武术、
太极等) √ √ √ √ √

中国古代史(上) √ √ √ √

中国古代史(下) √ √ √ √

中国近代史 √ √ √ √

中国现当代史 √ √ √ √

世界上古史 √ √ √ √ √

世界中古史 √ √ √ √ √

世界近代史 √ √ √ √ √

世界现当代史 √ √ √ √ √

史学理论与方法 √ √ √ √ √ √

中国文化概论 √ √ √ √

西方文化概论 √ √ √ √ √

考古学通论 √ √

民族学概论 √ √

历史研究技能与论文写作 √ √ √ √ √ √

国学概论 √ √ √ √

中国历史文选(上) √ √ √ √

中国历史文选(下) √ √ √ √

中国史学史 √ √ √ √

外国史学史 √ √ √ √ √

中国历史地理 √ √ √ √

学年论文 √ √ √ √ √ √ √ √ √ √

社会历史调查 √ √ √ √

专业实习 √ √ √ √ √ √ √

劳动教育与社会实践 √ √ √ √ √

毕业论文 √ √ √ √ √ √ √

注：每门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用“√ ”表示， 每项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都应有相应的课程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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