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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拔尖人

才项目介绍 



一、院系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 1951 年建校时首批设置的系科之一，是我国历史学学科

教学与科研的重镇，已形成中外融合、古今贯通的完整学科布局，现有中国史和世界

史两个一级学科、八个博士点和两个博士后流动站。历史学系是我国第一批设立硕士

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单位，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第四次教育部学

科评估中，世界史、中国史学科排名分别为 A+、B+。 

历史学系现为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教育部特色专业”

（2007），上海市高校课程思政领航学院（2019），拥有“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基地”（1994）和“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8）。在职教师中，

多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多位教学名师开设国家在线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

程和教育部视频课程，多人次获得国家及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和上海市优秀教材奖

等。  

 

 

二、拔尖人才项目介绍 

（1）培养目标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一门涵盖时间、空间和人的三位一体式现代学

科。历史学的知识、价值、思维方式乃至表达形式，始终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未来

的历史学家，只有在精通传统史学技艺的同时，尽可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和新理念。 

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战略，适应新时

代史学拔尖人才培养需求，我们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史

学理论、中国通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各领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联合哲学、地理、城

市与区域科学、外语等院系的强势学科，通过创新人才养成的体制机制，搭建“历史

+”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基地旨在培养既愿意“坐冷板凳”，又具有主动“对接现实”

的爱国情怀；既具有深厚传统人文学术根基，又掌握新技术并具备跨学科能力；拥有

扎实专业基础、通贯学识视野、全面科学素养、宽广国际视野、自觉社会服务和创新

批判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一代后备力量和研究型后备人才。 

 



（2）课程培养与学术训练方案（暂定） 

➢ 文史哲大类平台课程：全员进行“宽口径、厚基础”的文史哲通识培养，共 26 学

分。（其中 18 个必修学分，8 个选修学分） 

➢ 荣誉课程：至少选择 2 门荣誉课程，近距离接触高、尖、深知识与学术大师。

（荣誉课程由本专业教授主讲，青年教师作为助教负责组织讨论和答疑） 

➢ 跨专业课程：学生可采取辅修（跨专业攻读核心课程）、选修（跨专业特色课

程）及短期集中学习（“史海新舟”跨学科系列讲座）等多种方式提升跨专业综合

能力。鼓励学生选择其他专业核心课程或邀请外系教师单独讲授跨专业课程。

（暂定为：GIS 与历史研究（地理学）、大数据挖掘与 e 考据（计算机科学）、社

会调查方法（社会学、人类学）等） 

➢ 实践课程：将通过《公众史学》、《田野考察》、《档案整理》等课程安排，训

练整理和解读一手史料的能力。（走访历史遗迹，进行社会调查，进入当代文献

史料中心和周边国家研究院，接触、整理和翻译多国档案、中国官方档案及民间

地方文献。） 

➢ 本硕贯通课程：拔尖班中优秀者可参加“本硕一体化课程”，并可申请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目前已开设 13门“本硕一体化课程”，可供三年级（含）以上学生选

读。凡在本专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者，本科阶段修读“本硕贯通课程”的学分将

被硕士阶段认可。 



 

 

➢ 基础训练：在了解历史学研究的海内外知名学术刊物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完成读

书笔记——学术综述——学术论文——考察报告的“四段式”学术训练（导师组将

设立一系列研究项目，指导同学以项目为导向，逐一完成上述基础训练，并由此

掌握学术项目的申请、展开与结项的基本能力） 

➢ 古文字、古文献和外语训练：至少选择 2 门语言文字类课程（含古文字、古文献

或全英语课程）。从第三学年开始，本专业与外语学院合作，提供日语、俄语、

法语、西班牙语二外学习机会。同时在本系内单独开设拉丁语、苏美尔语以及缅

甸语、越南语、泰语等中国周边国家小语种课程。 

➢ 实践训练：与地理、城区学院合作设计专业实习，增强团队意识和实际调研等综

合能力。 

➢ 学术交流训练：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高水平本科生史学论坛（含本专业主

办），熟悉学术交流规范，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以及交流和沟通能力。 

（3）师资安排和条件保障 

➢ 精英化教育：采用小班化教学与管理，规模不超过 25 人，由长江学者担任班主

任。 

➢ “多对一”导师制：对每位学生配备导师组，包括班主任、科研导师（包括资深教

授在内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人生导师（中青年教师+书院辅导员）、实践导师

（青年教师）和海外导师（海外合作高校知名教授）。 

➢ 公派留学：依托学校资源和已建立的世界史学科海外工作站（美国、日本、德

国、越南、坦桑尼亚），为学生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的海外交流机会。 

➢ 奖学金：设立“拔尖人才基地班奖学金”，资助学生进行各项学习和训练。 



➢ 政策保障：鼓励学生全部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鼓励学生按照专业兴趣继续攻读

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 个性化培养：为每位学生建立差异性培养方案和人才成长档案，鼓励学生个性化

发展。 

三、选拔条件 

面向对象：历史学系 2019 级非师范生 

招生人数：不超过 25 人 

报名时间：2020 年 3 月（大一下学期开学初） 

报名方式：个人申请 

选拔流程： 

1、选拔制。在每年招收的文史哲非师范生中，根据大一第一学期的学习表现，通

过个人申请的方式，由历史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导师组面试（线上或线下），从

中挑选不超过 25 名优秀学生，组成历史学专业基地班（拔尖人才班）。 

2、滚动制。每年根据拔尖培养方案的实施结果，结合学员平时表现，实行滚动

制。每年最多淘汰 8 名，最多补充 3 名，即到第三年底最后一轮滚动后，基地班（拔

尖人才班）最多拥有 15 名学员。 

3、推荐制。针对某方面具有突出能力的个别学生，由本科专业责任教授推荐或由

3 位教授联名推荐，并通过历史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导师组遴选，直接进入基地班

（拔尖人才班）。（此项机制仅限于二年级及以上年级增补名额时启用，不适用于申

请环节） 

    4、特别说明：拔尖学生培养实行滚动遴选、动态进出机制，申请者应已了解参与

项目需要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如若无法达到拔尖学生培养的要求，能够承担退出项目

的风险。建议各位同学合理做好学业规划。 

 

考核安排： 

（1）课程学习成绩，按照大一第一学期平均绩点排序，排序分值占 30%； 

（2）提交 1 篇课程作业或读书报告（提交方式见选拔申请表），由导师组各位导师独

立打分，分值占 20%； 

（3）提交一份未来研究计划（提交方式见选拔申请表），由导师组综合讨论后打分，

分值占 20%； 



（4）线上或线下面试，由导师组综合判断后打分，分值占 30%； 

最后以上述四项分数相加，以分数排序自高到低录取。 

    

咨询方式及联络人： 

  黄爱梅，15021327326，电邮 hamyk2004@163.com 

mailto:电邮hamyk2004@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