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3 - 

 

 

一、专业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历史悠久，由中

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先生亲手创立。

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强基计划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

国学院共同培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学院均是中国的语言

学、文献学、文学教学研究重镇，学科体系完备、专业实力雄厚。 

文学院拥有“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2019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入选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国学院是新中国第一家以“国学”命名的实体的高等教育和

科研机构，致力于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综合研究古代中国，下

设汉语古典系与西域古典系。首任院长为著名红学家、历史学家

冯其庸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国学院现有教授 49人，副教授 44人，

讲师 20人。其中，“长江学者”8 人，海外留学归国教师二十余

人，师资雄厚。 

二、专业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强基计划人才的选拔旨在

发现对中国古文字及古文明研究怀有持久兴趣，乐于以学术研究

为职业，既有家国情怀又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优秀学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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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突出基础性、开放性、研究性、国际性和个性化。培养方案

要点如下： 

（一）采用通专结合、本研有机衔接的课程与培养体系。强

化思想引领和通识核心素养、核心能力的培养；格外重视古文字

学与古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的融通；强调宽厚基础、

扎实能力，尤其突出古汉字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与解读。

在高年级打通研究生课程学习，构建个性化培养方案。学生第三

学年考核通过后，将获得转段候选人资格。获得转段候选人资格

的学生，将根据自身兴趣、条件，通过相关程序录取到强基计划

培养单位相关学科或相关交叉学科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培养。 

（二）配备高水平师资，全面实行导师制。依托文学院和国

学院的师资，选聘校内外优秀师资承担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依托

国际小学期开设国际化前沿课程，定期邀请知名专家，打造“强

基计划吴玉章系列讲座”学术品牌。实施学术导师组和学术导师

相结合的学业发展指导制度。 

（三）设立相关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创造

条件。已与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华书局等七家学术机构签订协议，

共同建设古文字学教学实习基地。努力营造研究性、自主性、开

放性、挑战性的学习环境，推动学生在实践中扎实地展开学习和

科研。 

（四）依托学校高水平科研平台，实施科教融合培养。依托

各相关学科领域的重大科研项目团队、科研机构和科研平台，开

展前沿问题的交叉性学术研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并

为学生参与各类科研计划提供经费资助。 

（五）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培养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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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积极拓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平台，为学生国际学习、研究、

交流提供指导，为学生出国交流交换提供资助。 

（六）实施科学动态的考核和进出机制。强基计划具体的动

态考核、进出机制，参照学校的标准与要求执行。退出强基计划

的学生，转入文学院汉语言、汉语言文学或国学院相近专业继续

培养；强基计划相关学院本科生入校第一年后，根据资源条件许

可情况，增选适量学生进入强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