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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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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要求，加强强基

计划招生和培养的有效衔接，特制定培养方案如下。 

 

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方向） 

一、基本情况 

1.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已有 111 年的办学历史（1910-

2021），一百多年来，中文系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

铸就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

杰出的汉语言文字学家有：陈独秀、黄侃、刘复、王力、魏

建功、唐兰、罗常培、朱德熙、周祖谟、高名凯、林焘、徐

通锵等。 

中文系目前共设 5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

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

生）本科专业。共有 8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2 个硕士点 24

个专业方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中

文系汉语言文学（2019）、汉语言学（2020）、古典文献学（2020）

三个本科专业已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北京大学“未名

学者”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入选首批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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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教师潜心治学，勤奋著述，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

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同时也获得一系列国际

国内学术奖励和荣誉称号。2016年公布的教育部第四次学科

评估结果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被评为 A+。2017 年 9

月，“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公布，与中文系紧密相关的中国

语言文学、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学三个学科入选。在世界大学

QS学科排名中，与中文系密切相关的有两个学科：（1）“现

代语言”（Modern Languages），2017-2021年，连续 5 年稳

居前 10名；（2）“语言学”（Linguistics），2017-2021 年，连

续 5 年分别列第 10 名、第 10名、第 17 名、第 16名、第 26

名。中文系教师获得的科研奖励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等级上，

都在国内中文学科居于前列。 

2. 师资队伍 

北大中文系现有教职工 109 人，其中专任教师 95 人。

教师中，教授 54人，副教授 35 人，助理教授 6人。中文系

师资队伍齐整，年龄结构合理，学科布局均衡，教学和科研

实力强劲，几代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辉煌，为中文

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

承和社会文化进步努力奋斗，做出了卓越贡献。 

3. 教学机构与教学成果 

中文系下设 10个教研室、1 个语言学实验室；2个联合

研究机构（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和教育部计算语言学重点研究

室），2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中国

语言学研究中心），1 个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以及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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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国学研究院等 11 个虚体研究机构。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秘书处设在本系。 

中文系贯彻高校立德树人宗旨，以本为本，高度重视本

科教学。近几年来中文系的标志性教学成果有：陈保亚等 5

人的教学成果“教学、实践、科研相结合的语言学培养模式”

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刘勇强、潘建国、

李鹏飞等 3人的教学成果“中国古代小说的多维考察与教学”

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7）等。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强基班”力争建成具有国际

一流、国内领先水平的中国古典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以古文

字学为核心，以传统小学为基础，覆盖古典语文、古典文献、

古典文学等方向，培养出一批既精通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又熟

悉现代学科规范、具备学术创新能力的从事古文字学及中国

古典研究的杰出青年学者。在继承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

通过古文字切入文本、传承并弘扬中华文明，凸显中国文化

自主性和明确的问题意识；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在

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学教学、研究领域及

文化传播、文明建构领域，培养引领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研

究的人才，占据学术前沿。 

1. 阶段性考核和动态进出办法 

学校高度重视强基计划人才培养质量，对强基计划学生

进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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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机制：根据学校安排，学生可提出进入强基计划学

习申请。申请人通过学院组织的考核后，经学校批准加入强

基计划。 

退出机制：1）学习成绩不达标的（未完成规定学分、或

超过不及格科目数目）；2）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强基计划学

习的（需经学校批准方可退出）。一般情况，退出强基计划

学生不得再次申请进入计划。 

2. 本研衔接的办法 

强基计划本科生可在大三结束后申请开始研究生课程

学习和科研训练，将本科毕业论文与研究生期间的科研联系

起来，为攻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打好基础，完成本科生到研

究生培养衔接。 

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学生主要在本学科专业进行培养，

部分学生也可根据培养方案在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进行学科交叉培养。研究生阶段转段具体招生专业和

计划以转段当年学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1.“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完成本科学业可授予文学学

士学位，总学分为 144 学分，完成培养方案中要求的课程。

优秀者加授荣誉学位。 

2.“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完成硕士学业可授予硕士学

位，学位授予标准参照所在专业硕士生培养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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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完成博士学业可授予博士学

位，学位授予标准参照所在专业博士生培养方案要求。 

 

四、培养方式 

1.书院制与个性化 

针对参加“古文字学强基班”学生基础较好、学习能力

较强的情况，中文系制定了扎实完备、特色鲜明的培养计划，

积极探索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帮助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

方案，使参与项目的学生既能打好专业基础，又能循序渐进，

脱颖而出。在已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开一些经典精读的

小班选修课程，重点研读古文字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出土文

献材料和中国古代典籍。 

2.导师制与小班化 

注重大师引领，邀请名师授课，配备三类导师。中文系

出台系列措施，鼓励国家级、市级和校级教学名师、教育部

长江学者、博雅特聘教授和讲席教授等学术名家为强基班学

生授课，担任导师，言传身教，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

潜力。组织相近专业教师，设立三类导师：学业导师、科研

导师和生活导师。 

小班研读经典，多种方式提升。中文系常年开展小班教

学课，经验丰富。配备 1-2 名助教，由博士或者博士后担任。

中文系在时间、场所、经费、师资上大力支持强基班学生积

极开展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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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科研、实践并重 

（1）教学：完整的课程体系和优质的课程资源 

中文系新修订的 2020 版本科生培养方案，贯彻北京大

学“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培

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凝练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精心

设置专业选修课课程模块，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着力打造

系列精品课程；深入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计划，搭建中文

系与其他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的战略平台，鼓励高校和

研究机构开放课程、互认课程、共享师资；大力建设线上精

品课程，为学生提供优质丰富的课程资源。 

（2）科研：实施本科生自主科研计划 

由教师结合研究课题，设置系列子课题，由“古文字学

强基班”学生自主选择，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中文系资助

一定的科研经费，鼓励学生通过科研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提高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培养严谨学风，训练

学术规范，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3）实践：建设优质实习基地，支持学生参加专业实习 

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教学，不仅在专业与课程设置方面自

具特色，而且与课堂教学相配合，设有民歌采风、方言调查

与考古实习等田野与民间实践课程。古典文献专业的实习基

地有敦煌研究院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民间文学实习基地有湖

北省丹江口市官山镇和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等地，汉语方言

实习基地分布在全国各地。鼓励并支持“古文字学强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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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入多个京外实习基地，大胆探索基础学科前沿，科教

协同培养高水平人才。 

（4）国际化：鼓励与支持学生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在本科和研究生培养阶段，中文系一方面致力于打好强

基班学生的古文字学和中国古典学专业基础，另一方面努力

创造机会提高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化程度，如参加国际会

议、外派访学、参加国际（海外）科研项目，以及跟国外知

名高校、知名学者合作培养等。中文系与美国哈佛大学、日

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多层面的互访

和合作机制。 

 

五、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程 45 学分 

1.公共必修课程 33 学分； 

2.通识教育课：12 学分。包括： 

（1）通识教育核心课：4 学分；（2）通选课：8 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程：58 学分 

1.专业基础课程：24 学分（中文系课程 18 学分，学部

内课程 6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30学分，包括： 

（1）中文系各专业共同的专业核心课；（2）古文字学、

中国古典学特色核心课程；（3）学年论文。 

3.毕业论文：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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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修课程（41 学分） 

1.古文字学及其他专业选修课程：24学分。包括： 

（1）古文字学课程模块（10 学分）；（2）中国古典学课

程模块（6 学分）；（3）其他中文专业课程模块（6学分）；（4）

实习实践课程，2 学分。 

2.自主选修课程：17学分。 

 

六、配套保障 

1. 组织保障 

配合学校整体部署，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字学强

基班”专家委员会，下设首席教授和专家指导组。 

2. 经费保障 

“古文字学强基班”运行经费主要由北京大学统筹安排，

中文系委托财务与薪酬委员会，制定相应经费支持政策和计

划，妥善落实相关保障政策，加大投入，精准支持，确保优

秀教师全身心投入到强基班人才培养工作中。 

3. 师资保障 

新成立专家委员会，实行首席教授负责制，配备导师组

和高水平教师，建设高质量班主任、辅导员体系，联合中文

系考试与招生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

会、财务与薪酬委员会，细化落实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

和国际化的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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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保障 

在不违反国家、学校政策的前提下，完善有关管理办法，

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制定强

基班学生专项支持计划。 

5. 其它激励机制 

出台系列措施，制定教师激励办法、学生奖励办法和教

学管理办法。定期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计划实施效果、经

费使用等进行评估，加强质量监管，构建动态进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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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培养方案可能随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