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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月 1日-12 月 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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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学科方向

中国史学科主要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专门史 3

个二级学科方向。

2、培养方向

主要为高等院校和各级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培养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研究能力和品学兼优的高级专门

人才。具体要求：（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健康的体魄和成

熟的心理素质；（2）具有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了解本学科

前沿和发展趋势；（3）具有较强的历史科学研究能力，能独立

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实际工作的创新和分析能力。

3、招生情况

2020 年报考中国史考生 228 人，一志愿上线 24 人，录取 18

人，其中中国古代史 7 人，中国近现代史 7 人，专门史 4 人。

4、师资队伍

本学科拥有一支结构相对合理、素质优良、业务能力强的学

术队伍。在 28 人师资队伍中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

10 人；博士 19 人、硕士 6 人；3 人具有海外境外留学、访学经

历；45 岁以下者 13 人。

5、培养条件

本学科办学历史悠久，历经黎东方、姚公书、张振珮、侯绍

庄、杜文铎、张新民、林芊等老一辈学者的耕耘，在国内外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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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养梯队。

中国史学科点有多个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涵盖了中国史各

研究方向，为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科研平台。

中国史学科点拥有大量图书资料、中外期刊、数据库与网络

资源等，为研究生培养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加强研究生思政教育。学院制定了《贵州大学研究

生课程思政课程教学大纲指导性意见》《贵州大学推进研究生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等文件。切实加强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

教育，以课程建设为基础，以思政为重点，切实落实导师为研究

生教育教学的第一责任人，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要融入做人

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

理想和责任等，充分发挥思想价值引领作用。将《史学理论与史

学方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列为学院思政课程。

学院在研究生教育中，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将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全面融入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积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融入德育工作全过程，取得的明显的成效：学院研究生

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着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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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认真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研究，未有任何有违党纪国

法和校纪校规的言行发生；毕业后学生近五年来，均能守初心，

担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积极奉献，展示出了贵大学子

良好的精神风貌。

2、制度建设

研究生培养质量高低与导师有着密切的关系。导师的学识、

研究能力和水平, 导师所具有的前沿性研究视野对学生具有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改进研究生导师遴选与聘任办法，变导

师资格为导师岗位，由导师资格遴选制变为导师招生资格审查制，

实现对研究生导师的动态管理。本年度对《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

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年审及师生双向选择实施细则》进行修订。

3、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强大动能。2020 年，学位

点从中国科学院、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引进 3 名博士。目

前，学位点 83%教师具有博士学位。2020 年，完成建成贵州省高

校大学重点建设项目一流师资团队——“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

化一流师资团队”建设任务，项目评估验收获良好等次。学位点

导师由身份管理转变为岗位管理，实施导师资格年审制，打造具

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导师队伍。本年度遴选导师 15 人。

4、培养条件建设

一是加强师资师资队伍建设，注重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和专

业结构比例，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培养团队搭配合理。二是创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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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育人环境，推动各类学术活动，如每年在 7 月举办“研究生学

术月”，开展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综合提升研究生的理论与实践

能力和素养。三是推进科研、教学平台建设，为研究生教育提供

了良好基础。如本学科导师都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各级各

类纵向项目，有足够的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经费。四是搭建良好

的科研平台，拥有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

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升级平台 1个，成立有清水江学研究

中心，西南文献研究中心、区域历史与土司文化研究中心、阳明

学研究中心、东方思想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校院各类相关研究

机构，为人才培养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平台；同时，与央企中盐金

坛公司以及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等省内外企事业单位和地

方政府建立有合作实践基地，为产学研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5、科学研究工作

2020 年度教师发表论文 18 篇，其中 CSSCI 期刊 9 篇，已出

版专著 5 部；获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3 项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结题；纵向科研项目经费 45 万元，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120

万；师生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分组报告、大

会报告、网络报告）14 次；庄和灏老师获 2020 年度贵州省哲学

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黄诚老师获第四届贵州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二等奖，马国君老师获国家民委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奖调研报告三等奖。此外，注重研究与地方实践相

结合。学位点不少教师开参与《贵州省民族传统村落记忆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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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丛书》项目与“大地论文工程（贞丰）田野调查工作坊”项

目，产出专著与论文集多部。教师积极参与了一些社会服务的工

作，在地方文献整理、考古发掘、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乡村治理

及振兴等方面富有成效。如夏保国老师参与成都、宁波等地的考

古发掘，王胜军、张明、黄诚三位老师积极参与贵阳孔学堂、阳

明文化园的学术建设；唐书明、袁轶峰、王继红三位老师带领 9

位研究生在天柱县、丹寨县进行传统民族村落的调查，并撰写了

3部著作，在今年年底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科研人员积极撰

写贵州省高校“大地论文工程”行动计划三年规划（2021—2023

年）意见稿，推动教育战线“大地论文工程”落地，积极助推乡

村振兴。这些社会服务工作既锻炼了师生的实践能力，也为地方

发展、考古发掘、文化建设和保护、传承工作做出了贡献。

6、招生与培养工作

本学科 2020 年招收 18 名，均为第一志愿上线。毕业 17 名，

全部按时顺利毕业，其中 4 名同学分别考取复旦大学、四川大学、

吉林大学、苏州大学博士生，其余毕业后主要在教育、政府机关

和企业任职，就业率达到 94%。学生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遵义师范学院学报》《怀化学院学报》等

SCD 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31 篇，其中 1 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

女史研究》全文转载。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学位点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在于：



6

1、教学研究成效不够显著，国家级教学研究成果不多；

2、学科发展亮点不多，而且还需要开拓更多的研究方向；

3、研究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优秀论文相对较少。

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学位点针对以上问题，需积极稳妥地推进学位点建设，力争

保持“省内一流，全国特色”的学科建设目标。具体在以下几方

面需要花大气力改进提高：

1、积极推进教学成效的转化。让专业教师充分认识以科研

促教学的重要性，调动其进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积极申报校级

以上教学改革立项和省级精品课程。争取在 5 年内建成 1-2 门省

级精品课程，获得 2 项校级以上教学改革项目和 1 项以上优秀教

学成果奖。

2、进一步优化学科方向。现有的三个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研究最为突出，学位点在今后发展中需要形成合力，三个研究方

向需均衡发展，并进一步凝练学科发展特色。同时，还需适当增

加 1-2 个研究方向，加强学科特色和学科竞争力建设。

3、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建立健全学位论文的选题、

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和答辩制度工作，即研究生二年级第一

学期末要进行论文的选题开题工作，三年级第一学期末要进行期

中检查与预答辩，三年级第二学期要开展答辩前的准备工作（盲

评、查重）和正式答辩。通过对每一个环节把关，确保研究生论

文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