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 

代码：06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通过培养,应能达到如下目标: 

（1）能较好地掌握相关理论政策，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学风严谨，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能掌握考古专业坚实和宽厚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以及前沿动态，能够熟

练地运用一门外语阅读考古专业的学术著作，能够写作学术的论文，有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

力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能够熟练地运用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注意对学

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其具有独立从事考古研究的工作能力，并能做出创造性的

成果。所培养的学生应有健康的身体。 

（3）所培养的学生应有健康的身体。 

二、学习年限与学分 

学习年限为三至五年。总学分不应少于 14 学分。 

三、研究方向及简介 

1、史前研究：通过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迹与遗物的研究，探讨早期人类的发展历

史、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 

2、晋文化考古：通过对山西先秦时代直至宋元明时期的古代遗迹和遗物，研究晋文化的形

成与发展的历史。 

3、北朝考古：通过北朝时期遗迹、遗物，尤其是石窟寺、墓葬、城址等的研究，探讨古代

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进程及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参见附表 “教学进度表”） 

五、教学实践与科研实践 

教学实践方面，在对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实行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成立

以导师为组长，由 3—5名本专业专家组成的培养小组，在第一学期制定出博士生的培养计划；

博士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方式主要采用研讨式，课余给予学生留有充分的时

间进行读书思考和研究。学生必须参加不少于两个月的考古田野实习，通过实践课的学习，培

养其独立从事考古田野发掘工作的能力；在第三、四学期安排研究生为本科生讲授相关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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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章节，为期一个月左右。 

科研实践方面，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撰写两篇以上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论文，参加一次

以上的学术会议，参加一次以上的田野发掘工作，并能协助导师从事科研工作，或承担课题某

一部分的研究工作。结合研究方向和论文写作，有不少于两个月的资料调查收集工作。 

在三年内必须参加一次以上的学术会议或学术活动，可随导师参加，也可独立参加。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在第四学期初进行，由导师组成中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进行考核，包括政治思想

表现、课程学习情况、科研能力、外国语水平、论文开题报告等内容。考核小组应对研究生进

行公正、合理的评价。考核合格者，进入博士学位论文阶段。考核不合格者或完成学业确有难

者，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论文选题的要求 

论文选题应围绕本专业方向，尽量选择本学科前沿领域的重大学术课题，学术观点和研究

方法应有创新和突破。学位论文应做到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论据翔实，学风严谨。 

（二）论文开题 

在第三学期时，博士研究生向不少于 5 名同行专家做开题报告，由专家严格把关。开题报

告通过者，正式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未通过者，应在三个月之内进行修改，再度进行开题报告。 

（三）中期检查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要求学生定期向导师及培养小组报告论文进展情况，导师及培养小组

协助学生分析论文工作进展中的难点，及时给予指导，以保证论文顺利完成。 

（四）论文撰写 

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要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 

（五）论文预答辩（博士） 

在第六学期时，培养单位组织副教授职称以上的专家组对博士论文进行预答辩。通过预答

辩后方能参加正式的论文答辩。 

（六）论文答辨 

学位论文完成并通过预答辩后，应在正式答辩前聘请 2 位以上学术专家评阅论文（其中一

位校外专家），写出评阅意见。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5 人组成。由全体委员会通过无记名

投票决定论文通过与否。 

八、教材及参考书目（含主要期刊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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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商代文明》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考古论集》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史前考古论集》，《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史研究》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邹  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续集》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孙  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是什么》 

宿  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伦福儒：《考古学：理论·方法·实践》（英文）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著：《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 

《考古学报》，《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中国文物报》，《文物世界》等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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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进  度  表 
一级学科：0601 考古学        涉及培养单位：历史文化学院 

学期 考核方式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考试 授课单位 
专业名称 

（仅在课程类型为 
“专业课”时标注） 

课程类别 模块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负责人 学分 总学时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笔试 其它 
考查 

备注 

外国语学院   公共基础课 外国语 ZZ121010  4 72 √ √ √    

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共基础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ZZ121011  2 36 √ √    

研究生院  公共选修课 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 ZZ128001  1 18 √   √  

研究生院  公共选修课

8 

学术论文写作 ZZ121015  1 18 √   √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及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课 史前考古研究专题  李君、谢尧亭 2 36 √   √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及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课 晋文化考古研究专题  谢尧亭、李君 2 36 √   √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及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课 北朝考古前沿  杭侃、武夏、

郝军军 
2 36 √   √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及博物馆学 专业必修课

8 

田野考古方法论  李君、谢尧亭 2 36 √   √  

历史文化学院 060100 考古及博物馆学 专业选修课 2 文化遗产理论  李君、谢尧亭 2 36 √   √  

研究生院  专业实践  教学、科研实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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