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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2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学院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专业设置情况

学院有历史学（含历史学基地班、强基计划（历史学））、世界史、文物与

博物馆学、民族学四个本科专业。2012年起历史学类专业新生入学后第一年统

一学习历史学类基础课和公共课，二年级时学生依照自己的志愿选择专业，2023

年 6月，学院完成了 2022级学生专业分流。

1.历史学基地班（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历史学基地班是我校文科唯一的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

地。该专业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突出“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强素质”的特点，

旨在培养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并且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较高的理论素养、较

强的分析能力，既能从事历史学专业研究，又能适应现代社会不同领域需要，具

备国际学术视野的史学后备队伍和高级专门人才。

基地班采取导师制，加强对学生学习和科研创新的指导。毕业生基本为研究

生后备军。

主要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考古学概论、历史文选和史学概论等。

2.“强基计划”历史学

2020年，学院打破学制壁垒，申请“强基计划”历史学专业并正式招生，顺

利开展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工作，在学校统筹协调及学校组织招生和培养组织的

基础上设置相应机构，承担各自职责，凝心聚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以“强

基计划”为契机，积极探索基础学科人才的长学制衔接式培养，实现学院本硕博

贯通的培养模式，为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储备人才。

3.历史学

历史学以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史

学史及史学理论、专门史等专业，与世界史、考古学互相支撑，互相补充，与文

学、哲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学科关系密切，是

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主要课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

近代史和考古学概论等。

4.世界史

世界史学科理论在保持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更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整

体性与相关性，强调对整体历史发展的系统把握，寻找世界不同时段、不同国家

（地区）历史的各自特征。世界史专业重视基础历史知识学习和外语学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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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广泛的社会调研和实践教学，倡导全面把握世界各国和地区历史、社会文化

特征和发展特点等。

主要课程：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

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

5.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包括文物学和博物馆学，其中文物学是以研究、整理和保

护文物为目的的学科，博物馆学则是研究博物馆的性质、特征、社会功能、实现

方法、组织管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学科。二者皆注重社会历史文化与文物

遗存，强调调查实践与学科理论体系的结合，是历史学类的重要组成，对探索历

史文化、传承人类文明和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课程：博物馆学概论、文化遗产概论、考古学概论、博物馆陈列策划与

设计和田野考古学等。

6.民族学

民族学专业具有人文与社会科学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点，描写族群文

化特色，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社会

公正与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学专业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比较研

究的方法。

主要课程：民族学人类学概论、中国民族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史、世界民族

概论、人类学理论流派、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宗教人类学等。

（二）在校本科学生

表 1 2023年度在读本科生基本情况表

专业（班级）

各年级人数

合计

2023级 2022级 2021级 2020级

历史学（基础

理论班）
35 31 35 21 122

历史学类 62 * * * 62

历史学 * 31 18 27 76

世界史 * 7 4 11 22

文物与博物

馆学
* 17 21 2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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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26 25 25 24 100

历史学（强基

计划）
19 20 20 19 78

总计 142 131 123 126 522

本科生占全院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51.53%

（硕博士在校生人数为 491人）

生师比为：5.38:1

表 2 2023年度在读本科生分专业生师比

历史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 世界史 民族学

7.19:1 5.64:1 1.83:1 3.33:1

二、学院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目前，学院有教职员工 111人，其中专任教师 98人，教辅人员 14人。教师

中有教授 41人，副教授 36人，青年研究员 3人，讲师 21人；博士学位获得者

90人；有博士生导师 40人（兼职博导 10人），硕士生导师 62人（兼职硕导 11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人，青年学者 1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人、青年拔

尖人才 2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1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6人，甘肃省领军人

才 6人，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 5人，甘肃省飞天特聘教授 1人，甘肃省青年飞天

学者 2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 2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1人，

全国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 1人，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

教育部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1人。

（二）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3年，学校下达教学经费合计约 62.11万元（其中本科教学业务费（教学

运行费）35.09万元；实验与实践教学经费 27.02万元），学院本科教学经费严

格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本科教学活动，购买资料室图书，支持学生实习、

参与学术训练，支持教师参加与教学相关的各类会议等。没有自筹配套经费投入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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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在陈晓璐老师带领下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勒秀

镇和临潭县实习，同学们发挥自身才能，确定调查选题，记录访谈文本，进行了

田野调查并完成田野调查报告。学院于 2023年 12月 17日召开的第七届杨建新

民族学田野调查学术周中，评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六名。本次专

业实习选题丰富的成果，展现了自主实习与研究成果，彰显了民族学专业本科生

“随时运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应对、实现自身才华”的求学理念。中国史专业本

科生分批前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号（故宫博物馆）和甘谷县、礼县、天水

市、清水县、庄浪县和秦安县开展实习。世界史专业本科生分别前往天水市和陇

南市开展实习，在吐送江·依明、史志林、李勇进、马智博、何强和王兴振老师

带领下，开展实习并完成实习报告。部分学生在郭永利、任曜新、吕春林和郭志

谦等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临夏州、庆阳市和平凉市等地进行田野实习，重点训练

学生在考古挖掘中的实际动手能力。

（三）教学资源

历史文化学院共建有图书资料阅览室 6个（一分部资料室、榆中校区资料室、

新书阅览室、敦煌学研究所资料室、西北少数民族中心资料室、考古学资料室），

其中一分部学院资料室、榆中校区资料室、西北少数民族中心资料室面向学院学

生开放，学生可随时借阅所需图书；新书阅览室、敦煌学研究所资料室面向本科

学生开放阅读，不提供借阅服务。

建有实验室 3个，分别为面向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开放的考古学实验室、面

向民族学专业开放的民族心理学实验室和面向全院本科生开放的影视人类学实

验室，为学院本科生提供了丰富的实验资源。

在自主建设的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公众号中，分享学院最新动态，

搭建了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网上交流平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老师与学

生在不同校区之间的网络沟通与交流。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开设情况

2023年春季，学院在榆中校区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必修课 33门次，专业限选

课 49门次，全校任选课（含通识选修课）18门次；在医学校区为本科生开设专

业限选课 4门次（萃英学院），共计 4906学时。2023年秋季，学院在榆中校区

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必修课 38门次，专业限选课 47门次，全校任选课（含通识选

修课）16 门次；在医学本科生开设必修课 1 门次（萃英学院），专业限选课 5

门次（萃英学院），共计 5122学时。

2023 年度，学院为本科生一共开设课程 211门次，其中榆中校区春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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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次，秋季 101门次，共计 201门次；医学校区春季 4门次（萃英学院），秋季

6门次（萃英学院），共计 10门次。其中专业必修课 72门次，专业限选课 105

门次，全校任选课（含通识选修课）34门次。安排课程辅导答疑 40门次，基本

保证每天有教师在榆中校区为学生进行学业辅导，加强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

流。

2023年建成 1门国家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刘永明）；新增 1项本科人才

自主培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立项（任曜新）、1门跨学科贯通项目立项（史志林）、

1门“以研代学”课程试点建设（史志林）；开设 1门筑基圆梦课程（任曜新）。

（二）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1.打造品牌活动，营造学术培养氛围

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以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本科生学术视野为目标，持

续加强师生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历史文化学院团委学术创新中心组织“学有辑熙”

师生学术沙龙系列活动，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主题讲座，分享学术动态、

传授研究方法、交流学术观点，搭建学生学术交流的平台，提升学生学术实践能

力。

表 3 2023年“学有缉熙”师生学术沙龙系列活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讲座名称 主讲教师 时间 地点

1 新视野下历史学论题的多样性 沈一民
12月 10日

9：3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109

2 史料运用与论文写作 储竞争
10月 21日

10：0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214

3 如何做好校创国创 黄前明
11月 12日

9：3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101

同时以学院“青年·idea”思享会平台建设为载体，持续拓展人才培养路径，

将专业学习与技能提升相结合，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联结，全力打造有益于

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活动平台，促进教学、科研、思政与创新创业实践有机融合，

提升学生敢闯会创的素质能力。

表 4 2023年“青年·idea”思享会系列活动情况一览表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讲人 时间 地点

1
“青年 idea思想汇”第五季第

一期“师兄师姐云端连线”

屈金龙、韩文虎、郭

佳佳

2023年 9月 9日

19:00-20:30

兰州大学

榆中校区

2
“青年 idea思想汇”第五季第

二期“青年故宫行”

何正杰、田心月、胡

梓霖、陈雨涵、郭文、

2023年 10月 12

日 14:30-17:30

兰州大学

榆中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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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祝铭、王远铮

3
“青年 idea思想汇”第五季第

三期“激扬青春·筑梦研途”
何雨珊、张琦、王萍

2023年 10月 19

日 14:30-17：30

兰州大学

榆中校区

2.以竞赛为引领，检验学术创新成果

学院注重营造学术氛围的培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搞好常规活动为轴线，

以我院 4个国家教学与科研基地为依托，以弘扬人文精神为主体，开展了一系列

卓有成效、内容丰富的竞赛活动。

目前已形成“神笔杯”全国大学生书画大赛、兰州大学“至善杯”人文知识

竞赛、历史学国家重点文科基地学术论坛、本科生优秀论文报告会等 4个品牌活

动为主的系列活动。

表 5 2023年历史文化学院竞赛奖项一览

序号 名称 支撑材料

1
“行以青年”视频获第六届国际青年人文对话大会“青
年与世界遗产”全球短视频征集活动特等奖

https://mp.weixin.qq.com/s/-sq
KMhN2YZyilS0fYKbnSg

2
兰州大学文化行者团队获全省文化旅游发展突出贡

献集体奖

https://mp.weixin.qq.com/s/vF
f9W7cZwizd-Dh6o3lcFQ

3
兰州大学文化行者团队获 2022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https://mp.weixin.qq.com/s/Fz
cpLn78df6z2tamvhJWXA

4
阿娜的厨房——食文化赋能少数民族妇女融入产业

振兴获第 9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甘肃省金奖

https://mp.weixin.qq.com/s/PT
zcZueFuI5i05-QZ4jleA

5
乐遗计划——教育型旅游体验引领全民乐享文化遗

产获第 9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甘肃省银奖

https://mp.weixin.qq.com/s/PT
zcZueFuI5i05-QZ4jleA

6
阿娜的厨房——食文化赋能少数民族妇女融入乡村

产业振兴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全

国银奖

https://mp.weixin.qq.com/s/Gz
VMrAiaaq0ruOK-ZhL_SA

7
发现社区——民族地区儿童乡土美誉创新与成长关

怀志愿服务获第六届甘肃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铜奖

https://mp.weixin.qq.com/s/vH
vCA52M3GT1k6Q4Bm5xEQ

8
田野的智慧——白水江保护计划获第二届甘肃省青

年生态文明创新创业大赛公益组三等奖

https://mp.weixin.qq.com/s/m
ULMjbn-j1G2mHLXvjdaDA

https://mp.weixin.qq.com/s/-sqKMhN2YZyilS0fYKbnSg
https://mp.weixin.qq.com/s/-sqKMhN2YZyilS0fYKbnSg
https://mp.weixin.qq.com/s/vFf9W7cZwizd-Dh6o3lcFQ
https://mp.weixin.qq.com/s/vFf9W7cZwizd-Dh6o3lcFQ
https://mp.weixin.qq.com/s/FzcpLn78df6z2tamvhJWXA
https://mp.weixin.qq.com/s/FzcpLn78df6z2tamvhJWXA
https://mp.weixin.qq.com/s/PTzcZueFuI5i05-QZ4jleA
https://mp.weixin.qq.com/s/PTzcZueFuI5i05-QZ4jleA
https://mp.weixin.qq.com/s/PTzcZueFuI5i05-QZ4jleA
https://mp.weixin.qq.com/s/PTzcZueFuI5i05-QZ4jleA
https://mp.weixin.qq.com/s/GzVMrAiaaq0ruOK-ZhL_SA
https://mp.weixin.qq.com/s/GzVMrAiaaq0ruOK-ZhL_SA
https://mp.weixin.qq.com/s/vHvCA52M3GT1k6Q4Bm5xEQ
https://mp.weixin.qq.com/s/vHvCA52M3GT1k6Q4Bm5xEQ
https://mp.weixin.qq.com/s/mULMjbn-j1G2mHLXvjdaDA
https://mp.weixin.qq.com/s/mULMjbn-j1G2mHLXvj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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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学院在已有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

术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市榆中县、张掖市文物

局、嘉峪关文物管理所、敦煌研究院、临夏州博物馆、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民

乐县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 34个本科

教学实习基地的基础上，于 2023年与循化县金星留守小学共建“兰州大学实践教

学协同育人基地”。利用以上基地，大力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全方位培养学生专

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对于学生了解社会、增强实践能力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表 6 历史文化学院实习实践基地统计表

序号 实践基地 类型 运行情况 备注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育人协议

2 甘肃敦煌研究院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3 甘肃省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育人协议

4 张掖市文物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5 西安半坡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6 汉阳陵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7 甘肃省临夏州和政县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8 甘肃省榆中县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9 甘肃临夏州康乐县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0 嘉峪关文物管理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2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3 夏官营镇过店子村 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9
馆语计划——活化中小博物馆助力县乡儿童教育的

实践者获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全国

铜奖

https://mp.weixin.qq.com/s/lo
OtKIo5y9oMJ3iEo_Hk5Q

10
馆语计划——活化中小博物馆助力县乡儿童教育的

志愿服务行动获高校社会实践优秀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n
M382w5UARSW0rv4o1t3tg

11
乐遗计划——教育型旅游体验引领全民乐享文化遗

产获第十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全国铜

奖

https://mp.weixin.qq.com/s/Hc
UPO9quQnWOp8khv8Z_GQ

12
馆语计划——活化西部中小博物馆助力县乡儿童教

育志愿服务行动项目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

秀项目奖

https://mp.weixin.qq.com/s/Gz
VMrAiaaq0ruOK-ZhL_SA

13
寻找乡野的绿色获第六届西门子爱绿年度青年进取

奖

https://mp.weixin.qq.com/s/0h
sz3Nsi3PlCkdx4fqRyNg

https://mp.weixin.qq.com/s/loOtKIo5y9oMJ3iEo_Hk5Q
https://mp.weixin.qq.com/s/loOtKIo5y9oMJ3iEo_Hk5Q
https://mp.weixin.qq.com/s/nM382w5UARSW0rv4o1t3tg
https://mp.weixin.qq.com/s/nM382w5UARSW0rv4o1t3tg
https://mp.weixin.qq.com/s/HcUPO9quQnWOp8khv8Z_GQ
https://mp.weixin.qq.com/s/HcUPO9quQnWOp8khv8Z_GQ
https://mp.weixin.qq.com/s/GzVMrAiaaq0ruOK-ZhL_SA
https://mp.weixin.qq.com/s/GzVMrAiaaq0ruOK-ZhL_SA
https://mp.weixin.qq.com/s/0hsz3Nsi3PlCkdx4fqRyNg
https://mp.weixin.qq.com/s/0hsz3Nsi3PlCkdx4fqR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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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5 张掖市文物局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6 临夏州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7 崇信县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8 天水市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19 中国国家博物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0 西藏大学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1 云南大学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2 内蒙古大学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3 台北大学人文学院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4 天水师范学院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5 甘肃省档案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6 天庆集团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7 广州博慧众成科技有限公司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8 学而思 培优实习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29 甘南州档案馆 教学实习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30 平凉市博物馆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授

“实习实践基地”牌

31 庆阳市档案馆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授

“实习实践基地”牌

32 定西市档案馆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授

“实习实践基地”牌

33 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授

“实习实践基地”牌

34 崇信县博物馆 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授

“实习实践基地”牌

35 循化县金星留守小学
教学实践协同育人

基地
正常 签订合作协议

4.完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管理

我院长期坚持在学生三年级第二学期进行学年论文写作，作为毕业论文写作

的准备阶段。学年论文的写作由专业教师负责指导，每位老师最多指导本专业学

生 5人，指导期不低于 4个月。经过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学年论文质量逐年稳

步提升。

2022年 9月，学院布置三年级（2020级）学生开展学年论文撰写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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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向指导教师提交《历史文化学院学年论文开题报告登记》，2023年 3月

底完成初稿提交《论文中期检查表》，6月初完成论文写作，并提交学院审核。

毕业论文的写作较学年论文更加严格，每位指导老师最多能指导毕业论文 3

篇，指导时间不少于一学期。2022年 9月，学院布置 2019级毕业论文写作工作，

学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完成开题、资料查找、论文写作等，12月底向老师提交

初稿，开始进行修改工作，修改时间不少于 2个月。2023 年 5月，经过大学生

论文查重系统检测，学生提交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的毕业论文，所有论文通过论

文检测后，由学院组织专家组进行答辩。

2023年 5 月 12日，学院组织 2019级毕业生进行论文答辩，答辩按论文内

容分类，分中国古代史、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博物馆学、民族学、敦煌学等

多个方向分别答辩，由相应研究所所长任答辩小组组长组织答辩评委进行答辩。

答辩学生需准备 5-8分钟的答辩陈词，制作 PPT进行汇报。经过严肃认真的答辩，

当年毕业学生均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表 7 历史文化学院教学计划内实践教学

序号 实践课程 学期 学分 涉及专业 实践时间

1 学年论文 2023春 3 2020级各专业 3周

2 毕业论文 2023春 6 2019级各专业 12周

3 毕业实习 2023春 4
21基地班、历史学

班、世界史
4周

4
田野调查与

教学实习
2023春 3 2021级民族学 3周

5 生产劳动 每学期 0 全院各年级专业 按教务处安排进行

表 8 毕业论文查重率

学生总数 合格人数 比率 不合格人数 比率

131 131 100% 0 0%

（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学院继续深化改革，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本年度本科教学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

1.资料室等教学条件不断完善

学院多渠道积极加强资料室建设。2023年持续选购大批图书资料，海外学

术研究资料得到丰富，较好地满足了师生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与此同时，不断

扩充各个校区资料室藏书量，目前各校区各类图书总数达 25万余册。学院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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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生需求向学生征集书目购置新书的原则，不断充实阅览室藏书数量、提高

藏书质量，以满足学生阅读需求。考古学实验室实验设备不断更新和丰富，为本

科生实习实践提供了基础支持。

2.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工作取得新突破

2.1质量工程建设

2023年，学院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思想，积极推进专业学科建设。不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组织教师积极申报教学研究项目，完成教学研究项目重点项

目申报及一般项目立项审批、中期检查及结项工作。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

极推进教学研究项目及各类教学成果申报、建设工作，不断推进国家级一流专业、

省级一流专业、精品课程、教学团队等持续建设工作。2023年，刘永明的《道

教与中医》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魏文斌的《大美西北，辉煌丝路》获批省

级一流本科课程；魏文斌《一流人才培养视域下历史学类专业考古实践育人模式

探索与创新》获批教学改革重点项目；丁树芳获 2022-2023学年校级“隆基教育

教学新秀奖”；魏文斌和吴炯炯等 2位老师获校级教学成果奖（本科）二等奖，

王海飞获校级教学成果优秀奖；刘继杰、刘宝吉和任耀新等 3位老师获 2022年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史志林等老师的“以研代学”类课程立项。

2.2 课堂教学质量建设

2023年，学院进一步加强教学秩序及教学质量的检查与评估工作，进一步

规范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信息化建设。疫情结束

后，学院积极恢复线下教学模式，提升授课质量，并全面推进课程线上化建设。

2023年，学院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管理。根据要求，学院领导班子、本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系主任每学期均完成 4门以上的听课任务，完成本年度的听课

和评课任务。听评课后，相关专家及教师及时向任课教师和学院反馈意见和建议，

对学院教学质量提供咨询并进行监督和评议，实现了对于课堂教学的全程监督及

高质量管理。

学院高度重视课堂教学质量，狠抓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以教学名师带动青

年教师，举办“课程思政”讲课比赛、青年教师讲课大赛、青年教师提升计划，

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质量，注重过程管理与过程考核。在讲课比赛中，我院丁树芳

老师获得第六届甘肃省高校“青教赛”文科组一等奖。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规

范课堂管理，细化课程准入制度，严把课程入口和出口；规范调、停、代课办法，

学院调课率逐步下降；加强教学环节和过程检查监督工作，统筹做好学期初、学

期中、学期末教学检查工作。

在课堂纪律方面，学院坚持学生点名制度，保证学生到课率。核心课程以团

队授课为主，注重课程团队的建设与审不断完善。学期中多次举行小型的教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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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和集体备课活动。同时，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补充制定相关教学管理办法，进

一步完善落实引进人才本科教学准入制度、课程考察制度和课程退出制度，实现

教学全过程监督。

2.3 本科生学术活动

为培养我院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搭建学生科研创新与创业训练的平

台，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根据“建设研究型学院”和“本科生是研究生后备

军”的定位目标，我院注重培养本科学生的科研能力。我院现以“赵俪生奖学金”、

“跬步计划”、“史学新秀培育计划”等本科生科研培养平台为载体，结合学校

“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计划”“䇹政基金”等学术培养项目，引导和鼓励学生进

行科学研究。

2023年度，兰州大学创新创业行动计划暨历史文化学院“跬步计划”共计立

项 22项，其中 14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行动项目、8项院级“跬步计划”项目。

最终经学院专家组现场答辩评审，28项顺利结项。2023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行动计划”评审中我院共推荐 6个学生项目获得立项资助，6项已顺利结项。

为提升我院的学术氛围，带动学生进行学术活动，于 2023年春季学期开展

学术周活动，具体活动如下：

（1）学术讲座

刘鹏：《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起源》

姬庆红：《安东尼瘟疫与罗马社会》

王永安：《考古视域下的“泾渭分明”——“泾渭一体”：泾渭上游等地区商周

时期政治格局演变观察》

（2）学术及创新创业素养培养

用萤火之光点燃文化传承之路：文化行者团队专题分享会

历史文化学院“自明而诚”本科生学术系列活动（第一期）

师生座谈、交流系列沙龙

活动主题一：“弦歌不辍，芳华待灼——我的大学生涯”师生沙龙

活动主题二：我与兰大——硕士与本科生对话与交流

表 9 学术及创新创业素养培养

序号 活动名称
主讲人（带

队教师）
时间 地点

1 英格兰议会公共请愿的起源 刘鹏
4月 18日

16：30-18:1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101

2 安东尼瘟疫与罗马社会 姬庆红
4月 17日

16：30-18:10

榆中校区秦岭堂

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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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古视野下的“泾渭分

明”——“泾渭一体”：泾渭上游等

地区商周时期政治格局演变观

察

王永安
4月 17日

9：0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B416

4
用萤火之光点燃文化传承之路：

文化行者团队专题分享会

张涵喻、阮

爽、何雨珊

4月 16日

14：30-16:10
腾讯会议线上开展

5
“弦歌不辍 芳华待灼 我的大学

生涯”师生系列沙龙
薛小林

4月 16日

16：30-18:10
腾讯会议线上开展

6
我与兰大——硕士与本科生对

话与交流第一期

魏文斌、张

景峰

4月 18日

9：30-11:30

榆中校区天山堂

A308

7
我与兰大——硕士与本科生对

话与交流第二期
王雅红

4月 19日

9：3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402

（宣传报道链接：

(1) http://history.lzu.edu.cn/portal/article/index/id/670/cid/32.html

(2) https://mp.weixin.qq.com/s/ToHldtwPbmBjt5Hwmvs_AQ

(3) https://mp.weixin.qq.com/s/Cu3MWdWWX24Ys3OqQYDwrg

(4) https://mp.weixin.qq.com/s/gAfJqlbtad1f-vrSQ8zo3w）

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本科生学术视野，持续加强师生交流的深度和

广度。历史文化学院团委学术创新中心特组织“学有辑熙”师生学术沙龙系列活

动，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主题讲座，分享学术动态、传授研究方法、交

流学术观点，搭建学生学术交流的平台，提升学生学术实践能力。

表 10 “学有缉熙”系列师生学术沙龙

（宣传报道链接：

（1）https://mp.weixin.qq.com/s/-ZE-_OfnfFFDyXwga5MEeQ?poc_token=

HM02jWWjtvWWk_8_sHTlA3bTbsg6dp6A2jqgMX8k

（2）https://mp.weixin.qq.com/s/cHikbQpFrO8N7hcoRi94dA

序号 讲座名称 主讲教师 时间 地点

1
新视野下历史学论题

的多样性
沈一民 12月 10日 9：3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109

2 史料运用与论文写作 储竞争 10月 21日 10：0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214

3 如何做好校创国创 黄前明 11月 12日 9：30-11:30 榆中校区秦岭堂 A101

http://history.lzu.edu.cn/portal/article/index/id/670/cid/3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ToHldtwPbmBjt5Hwmvs_AQ
https://mp.weixin.qq.com/s/Cu3MWdWWX24Ys3OqQYDwrg
https://mp.weixin.qq.com/s/gAfJqlbtad1f-vrSQ8zo3w
https://mp.weixin.qq.com/s/-ZE-_OfnfFFDyXwga5MEeQ?poc_token=HM02jWWjtvWWk_8_sHTlA3bTbsg6dp6A2jqgMX8k
https://mp.weixin.qq.com/s/-ZE-_OfnfFFDyXwga5MEeQ?poc_token=HM02jWWjtvWWk_8_sHTlA3bTbsg6dp6A2jqgMX8k
https://mp.weixin.qq.com/s/cHikbQpFrO8N7hcoRi94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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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ttps://mp.weixin.qq.com/s/puQJJBDhZ5n6JH_FJtLIAg）

2023年 10月，学院组织第二十七届赵俪生奖学金优秀论文评选，共评出获

奖论文 12篇，其中二等奖 2篇，三等奖 3篇，优秀奖 7篇。该评选激励本科学

生热爱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学习和发扬老一辈史学家坚韧不拔、精益求精

的治学精神和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优秀品格；努力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积极性

和创新能力。

2.4 继续完善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22年 3月，学院对 2019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针

对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5月，学院充分调研兄弟高校相

同相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选取 3-5个高校进行调研分析，就教学内容更新、教

学方法改进、课程调整和整合、课程体系建设等形成调研分析报告，为 2023版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打下坚实基础，并于 11月正式开展全学院各专业 2023版人才

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2023年，学院进一步厘清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及教育内涵，认准基本特征，

完善建设路径，加强构建专业建设及教学共同体，根据学校总体安排及工作要求，

成立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专班，多次开展专题讨论会，高质量组织完成学院各

专业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并投入使用。同时，根据授课进度及出现的

问题实时修正，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

2023版人才培养方案较上一版，优化了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

形成了更适应历史学发展需求的培养体系。自 2023级本科生入校后，培养方案

逐步落实落细，在培养过程中根据学生特点逐步修订。

四、教师发展与教学运行

（一）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与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1.全面落实青年教师提升计划

学院高度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提升，为了提升学院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培

养和造就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和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队伍，

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学院坚持落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教师教学

水平提升计划》，为来校任教时间不足 5年的青年教师“定导师、定课程、定科

研方向”，严格执行学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和成长成才培养的有关规定。同时，

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完善督导制度，组织学院内所有教师开展教学听课评估，

实现专家互听互评，对各本科专业的教学工作进行经常性督查，发现问题及时反

馈，针对不足限期整改，使教学工作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https://mp.weixin.qq.com/s/puQJJBDhZ5n6JH_FJtL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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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决落实学院领导听课制度

为规范课堂秩序，切实提高课堂授课质量，学院安排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

成员和学院党政领导不定期对本科生课堂教学环节进行检查、督导，每学期至少

4次，及时了解教师授课和学生上课情况，把握教学动态、解决教师和学生在课

堂教学环节的各种问题，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

3.落实学生评课制度

学校、学院两级单位不定期面向各班级学生发放课堂教学调查问卷，了解教

师授课的情况、学生到课情况，对课程内容进行调研，及时向学院反馈学生意见，

促进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质量的共同提高。

4.注重各系教师间的“传帮带”

学院鼓励各系内部教师之间定期不定期开展教学经验、学术研究等交流活

动，注重分享教学经验，实现老中青三代的传帮带，逐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实现教学活动与个人的科研工作相结合，与最新的学术信息、学术成果相结合。

5.落实教师授课准入制

学院长期坚持教师授课准入制，来校不足 2年的老师不得授课，如需提前授

课，必须向学院提交开课申请，经所在系和个人教学导师同意后，由学院本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讨论确定是否参与课堂教学。凡经考核不具备授课能力的教师不得

独立参加课堂讲授，需参与助教工作，提高教学能力。

授课教师开设新课程，在正式授课前必须向学院提交开课申请、课程大纲和

讲义备案。授课过程中必须有完备的教学教案、讲义和 PPT等。

（二）教学运行与质量监控

教学日常管理中，始终将课堂讲授放在第一位，所有学生活动不得干扰教学

活动的正常开展。在长期实践中重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杜绝教师无故迟到、早

退、随意停课和研究生代课现象。教师停调课需教师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同意

后方可由教学秘书调整。

1.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

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按照学校要求，认真执行教授上课制度，教授

每年必须至少为本科生讲授 1门课程。教师必须本人为本科生授课，不得请其他

教师或研究生代课。为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秩序和规范运行，学院专门制定了《历

史文化学院教职工请销假制度》、《教学中期检查制度》。本科教学的数量与质

量是教师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实行本科教学一票否决制。岗位津贴适度向本科

教学倾斜。制定院系领导听课制度，每学期均组织院领导和专家组听课，并及时

向任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反馈意见和建议，已形成学生和专家组两个方面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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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质量监控体系。

2.要求教学工作要注意“三个结合”

即教学活动与教师个人科研工作相结合，与最新的学术信息、学术成果相结

合，与相关现实问题相结合。

3.对强基班、基地班的教学安排

注重对强基班、基地班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引导，为强基班、基地班配备

不同专业方向的指导教师，注意挑选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拥有长期教学经验的教

师担任主干课的教学任务。形成七个方向的导师组，负责定期指导基地班学生的

文献阅读、论文写作，开展答疑解惑。

4.学生选课指南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及时进行学生选课指导，形成学生选课指南。保证学生

理性选修、学有余力，在保证专业学习的同时，积极修读其他专业课程，提高综

合素质。

五、学生成长与发展

（一）2023届毕业生基本情况

历史文化学院 2023届本科毕业生 131人，其中历史学 80人，民族学 17人，

世界史 11人；文物与博物馆学 23人。毕业证及学位授予情况见下表。

表 11 2023 届本科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统计

专业 学生人数 毕业人数 毕业率 学位授予人数 学位授予率

历史学 80 75 93.75% 75 93.75%

民族学 17 17 100% 17 100%

世界史 11 11 100% 11 100%

文物与博物馆学 23 21 91.30% 21 91.30%

历史文化学院 131 124 94.66% 124 94.66%

（二）2023届毕业生四六级基本情况

学院 2023届本科毕业生 131人，其中历史学 80人，民族学 17人，世界史

11人；文物与博物馆学 23 人。历史学专业四级通过人数为 77人，其中 1 人为

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未参加英语四级考试，民族学专业四级通过人数为

16人，世界史专业四级通过人数为 11人，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四级通过人数为

21人，其中 2人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未参加英语四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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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3届本科毕业生大学英语四级情况统计

（三）2023届毕业生培养质量

2023届本科毕业生选择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全部进入南京大学、四川大学、

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兰州大学等“985”高校学习深造。从研究生导师的

反馈情况来看，普遍认为我院毕业生思想品行端正、基础功底扎实、科研兴趣浓

厚、学术潜力较大。

（四）202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

2023届毕业生就业门路宽，集中分布在党政机关、中等初等教育事业单位。

其中部分毕业生通过选调生等方式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成都市委组织

部等重要党员党政部门工作；还有部分毕业生重点中学工作。

历史文化学院各专业就业数量和质量表现出色，充分反映了全过程培养的实

际效果。据反馈，我院毕业生专业基础扎实、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足、工作适应

能力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具有较好的领导力和团队意识。

六、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人才引进和优秀博士中专业配比有待完善

学院整体发展情况良好，但各专业发展不平衡是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在保持

历史学、民族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学科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史是

学院未来的重要目标。

解决措施：在人才引进和优秀博士毕业生选留工作中，加强相对薄弱学科专

业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考古学专业和世界史紧缺师资的引进。学院正在积极

引进世界史、考古学专业师资力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学科实力。

针对世界史专业教师队伍不足、教学团队建设面临困难等问题，学院将进一

步加大投入力度，调整建设规划，针对专业人才引进的特殊性，学院会适当破格，

大力引进人才以扩充世界史教师队伍，保障课程团队的建设和培养方案的贯彻落

专业 学生人数
CET-4

通过人数

CET-4

通过率

CET-4最高

分

历史学 80 77 96.25% 626

民族学 17 16 94.12% 599

世界史 11 11 100% 601

文物与博物馆学 23 21 91.30% 597

历史文化学院 131 125 95.42%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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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同时，继续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外出进修，继续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院进

行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实现各学科全面协调发展。

（二）调停课比例仍有一定压力，教学发展性指标略显不足

学院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调停课现象教多；在教学发展性指标方面也稍显不

足，教学发展性指标居于中游，集中体现于教学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较少。

为此，学院将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机制，认真规范每一个教学环节。每年排

课工作中，学院明确要求教师在申报课程时及时和教学秘书联系，以教学委托书

的形式将特殊要求和学期计划告知，做到参会有计划、教学有秩序。规范调、停、

代课办法，逐步降低学院调课率。

通过多渠道多种方式鼓励学院教师外出交流并积极参加学术会议，提供相应

支持，鼓励教师发表教学研究类成果。

撰写人：王雪艳

审定人：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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