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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介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

初，即有“文学”科目。1910 年中国文学门正式成立。1919 年改称中国文学系。1937 年因

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 1946 年北归，恢复

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 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

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 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 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

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 2002 年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 年设立古

典文献专业。至此，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目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共设 5 个本科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

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本科专业。全系现共有 8 个博士学位授予点：

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古典文献学、民间文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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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是最早入选的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 

中文系现有教职工 106 人，其中教师 97 人。教师中教授 53 人，副教授 37 人，研究员

1 人，助理教授和讲师 6 人；教授中有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2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讲座教授和青年长江学者共 6 人，国家文史馆馆长和国务院参事 1 人，国家文史馆馆员 1

人，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 13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 1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成员 1 人，国家教学名师 3 人。中文系教学与科研并重，目前共设 9 个教研室、1

个研究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 个实验室（语言学实验室）；两个联合研究机构

（与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合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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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和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以及北大国

学研究院、中国诗歌研究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文

教育研究所等 14 个虚体研究机构。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处挂靠本系。 

在首次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定中（1986 年－1988 年），中文系 5 个二级学科入选，

分别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献学；在第二次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定中（2001 年－2002 年），中文系 6 个二级学科入选，分别为中国

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2007 年，北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评为全国一级重点学科。2012 年国家

一级学科评估北大中文系再次名列全国第一。中文系语言学科群主体参与的北大“现代语言”

和“语言学”学科在全球学科排名中亦名列前茅。 

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后多数会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因此中文系本科各专业的学生在校四年

期间，要求系统掌握本专业的相应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业研究或从事相关领

域工作的能力，同时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过硬

的语言文字能力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有不断获取新知识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专业(中文信息处理方向)招收理科学生，主要为国家培养语言文字信息

处理方面的专门人才。 

中文系目前按全系一级学科大类专业招生，前两年不分具体专业，第四学期末由学生根据

志愿与兴趣报名选择专业。本系充分尊重和考虑学生的志愿与兴趣，并按照上述四个专业的知

识结构要求，引导同学从第三学年开始进入不同的专业领域学习。学生毕业后，仅在本系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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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

言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古文献学、文字学等 23 个研究生专业方向可供选择，通

过免试推荐和考核的方式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百年学术，薪火相传。从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北大中文系名师辈出，林

纾、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马叙伦、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杨振声、刘半农、胡

适、马裕藻、孙楷第、罗常培、游国恩、杨晦、王力、冯沅君、俞平伯、废名、唐兰、魏建

功、沈从文、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杨伯峻、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

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等众多名家任教于此。

众多知名退休教授学者依旧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并有大量新成果问世。他们秉承“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理想，为学科建设、学术传承、文化进步乃至民族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每一个在北大中文系求学的学子，不仅可以浸润于前辈学者的人格魅力

和学术积淀，更可真切地感受诸多当代名师和一大批有为中青年学者的个性风采，从中得到

知识和思想的双重滋养，不断成长为中华学术文化的栋梁人才。 

根据北大的办学理念，中文系为国家培养中国语言文学的学术研究型人才以及高素质的

应用型专才，以向更高教育层次输送研究生为主业，同时兼顾向社会输送汉语言文学和文化

实用人才。仅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本科生 9000多人、

留学生 2400多人、硕士生 2000多人、博士生 600 多人，以及博士后、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

等，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文化界领导人物，著名作家以及政界、

商界、影视界等各行业重要领导干部等。 

 

二、 专业及专业方向 

1．汉语言文学专业 

2．汉语言专业 

3．古典文献学专业 

4．应用语言学专业 

5．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生） 

 

1．汉语言文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 144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44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40 学分； 

3）专业限选课课：32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5）毕业论文：4 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程】 

6）实习实践课程：1 学分。【计入自主选修课程】 

2．汉语言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 144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44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40 学分； 

3）专业限选课课：32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5）毕业论文：4 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程】 

6）实习实践课程：2 学分。【计入自主选修课程】 

3．古典文献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 144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4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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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40 学分； 

3）专业限选课课：32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5）毕业论文：4 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程】 

6）实习实践课程：1 学分。【计入自主选修课程】 

4．应用语言学专业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 144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41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43 学分； 

3）专业限选课课：32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5）毕业论文：4 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程】 

6）实习实践课程：1 学分。【计入自主选修课程】 

5．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生）准予毕业的总学分为 140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27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43 学分； 

3）专业限选课课：36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5）毕业论文：6 学分；【计入专业限选课程】 

 

2．专业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制 授予学位 

050101 汉语言文学  4年 文学学士 

050102 汉语言  4年 文学学士 

050105 古典文献学  4年 文学学士 

050107 应用语言学  4年 文学学士 

 汉语言文学（留学生）  4年 文学学士 

 

三、 双学位、辅修 

 

本系现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双学位与辅修课程 

（招收简章详后） 

 

 

 

 

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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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专业 

一、专业简介 

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专业包括两个方向：中文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是跨文科和理科

的复合应用型学科，强调文理兼修，实践与理论并重。在继承中文传统知识深厚学养的基础

上，中文信息处理方向是从计算机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语言文字的特性，探索如何将有关语

言文字的规律转化为计算机可用的知识系统，帮助计算机更好地进行信息处理，包括信息存

储、传输、检索、智能理解与人机交互等等；对外汉语教学方向是从非本族语者的角度去认

识汉语的特点以及语言习得的规律，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将有关汉语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可用的资源，在教与学两个方面，提高汉语言文化传播和语言习得的效

率。 

二、专业培养要求、目标 

中文系本科学生应系统掌握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进行专

业研究或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能力。应具备较高的整体文化素养，有较坚实的文史基础以及

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外语水平，以及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中文系应用语言学专业本科学生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比较系统

地掌握与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外语水平，

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和从事高新科学研究和实践的能力，成为具备较高的人文科学素养和

自然科学素养、在文理交叉方面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三、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总学分：144学分，其中： 

1．全校必修课程：41 学分  

2．专业核心课程：43 学分 

3. 专业限选课程：32 学分  

4．自主选修课程：28 学分  

并须同时满足下列选课要求： 

 

1. 全校必修课程 41 学分 

（1）全校公共必修课程 3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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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号 旧课号 课程名称 周学时 学分 含实习

实践 

开 课 学

期 

  大学英语  2-8   

 0403165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0403166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040317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0403173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04031751 形势与政策  2   

  思政实践  2   

 60730020 军事理论 2 2   

 —— 体育系列课程 —— 4  全年 

英语课程等级免修学分可用全校范围内各院系必修课程替代；2）“文科计算机基础”3 学分，

由“计算概论”课程替代。】 

（2）通识课程 45 学分（至少选 11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 学分 开课学期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历史系） 4 春 

02133660 亚洲史（历史系） 2 春 

02133640 欧洲史（历史系） 2 春 

02130110 史学概论（历史系） 3 春 

02330003 哲学导论（哲学系） 2 秋 

02335071/2 中国哲学史（哲学系）（上、下） 2/2 春、秋 

02335061/2 西方哲学史（哲学系）（上、下） 2/2 春、秋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哲学系） 2 春 

02336400 现代逻辑基础（哲学系） 4 春 

0310013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上）（社会学系） 2 ? 

03130020 国外社会学学说（下）（社会学系） 2 ? 

03130150 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系） 3 春 

00131560 古今数学思想（数学学院） 2 秋 

00136700 普通统计学（数学学院） 3 春、秋 

00136540 数值方法：原理、算法及应用（数学学院） 3 秋 

04832680 社会科学中的计算思维方法（信息科学技术

学院） 

3 春、秋 

【注意：以上通识课程为有关各院系主干基础课程，如该院系主干基础课程所学年限过长

学分较多，则可以用该院系大类平台课程中基础平台课程替代。】 

 

2．专业核心课程 43 学分  

1） 文科类核心课程：19学分 

新编课程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HYY10001 02030021 古代汉语（上） 4 一年级第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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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Y10002 02030022 古代汉语（下） 4 一年级第二学期 

HYY10003 02030011 现代汉语（上） 3 一年级第一学期 

HYY10003 02030012 现代汉语（下） 3 一年级第二学期 

GWX20003 02030031 中国文化史 2 二年级第二学期 

HYY20001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二年级第一学期 

2）理科类核心课程 24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高等数学（C）上 4 一年级第一学期 

 高等数学（C）下  4 一年级第二学期 

 计算概论 4 一年级第一学期 

 算法与数据结构 4 一年级第二学期 

 概率统计 4 二年级第一学期 

 程序设计 4 二年级第一学期 

 

3. 专业限选课程 32学分 （含毕业论文 4 学分） 

   1）语言学（含应用语言学）类限选课程（要求：在专业限选课程中占比 40%-60%） 

新编课程号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HYY40040 02030150 理论语言学 3 三年级第二学期 

HYY40021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三年级第二学期 

YYY40001 04831780 自然语言处理导论 2 三年级第一学期 

YYY40003 04830510 语言统计分析 2 三年级第一学期 

YYY40002 02033100 语言工程与中文信息

处理   

3 三年级第二学期 

HYY30001 02030120 汉语方言学 4 三年级第一学期 

HYY40022 02030920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HYY40030 02030980 实验语音学基础 3 三年级第一学期 

HYY20002 02030130 汉语音韵学 2 二年级第二学期 

HYY30002 02031521 汉语史（上） 3 三年级第一学期 

HYY30003 02031522 汉语史（下） 4 三年级第二学期 

GWX30002 02030160 文字学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HYY40025 02034060 形式语法导论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HYY40042 02315111 形式语义学导论 2 四年级第一学期 

  2）理科类限选课程（均为信息学院课程）（要求：在专业限选课程中占比 40%-60%）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数据库基础 3 二年级第二学期 

02032730 编译原理 3 四年级第一学期 

 线性代数  3  

 数理逻辑  3  

 离散数学（I）  4  

 离散数学（II） 3  

 Java程序设计 2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习  2  

 机器学习导论  2  



 8 

 人工智能导论  3  

 自然语言处理专题讲座  2  

3）其他限选课程（要求：在专业限选课程中占比 0 - 20%） 

新编课程号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新闻传播类课程 2  

ZWX40001 02033570 静园学术讲座 1 每年秋季 

ZWX30009 02033050 学年论文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ZWX20002 0203003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3 二年级第一学期 

ZWX20003 02030032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3 二年级第二学期 

ZWX30001 0203003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三） 3 三年级第一学期 

ZWX30002 02030034 中国古代文学史（四） 3 三年级第二学期 

ZWX10002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一年级第二学期 

ZWX20003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史 4 二年级第一学期 

ZWX20001 02031530 文学原理 2 二年级第二学期 

GWX10001 02031080 《论语》选读 2 一年级第二学期 

GWX20001 02031090 《孟子》选读 2 二年级第一学期 

GWX20002 02033830 经典讲读 2 二年级第二学期 

GWX10002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2 一年级第二学期 

GWX20003 02031540 中国文化史 2 二年级第一学期 

GWX20004 02039240 古代典籍概要 4 二年级第一学期 

ZWX30004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ZWX30005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三年级第二学期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基础平台

课） 

3 秋季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基础平台

课） 

4 春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春季 

 02330001 哲学导论（基础平台

课） 

2 秋季 

 02335071 中国哲学史（上） 2 春季 

 02335072 中国哲学史（下） 2 秋季 

 02335061 西方哲学史（上） 2 秋季 

 02335062 西方哲学史（下） 2 秋季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 4 春季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 2 秋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春季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 2 不确定 

 03830091/2 英国文学史（一、二） 2/2 春、秋 

 03830131/2 美国文学史与选读

（一、二） 

2/2 春、秋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基础平台

课） 

2 春季、秋季 

 04333012 美术史论（基础平台 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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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秋季 

4.  自主选修课 28学分（含实习实践课程 1 学分） 

1）专业选修课程 12 学分（全系选修课中选修，含实习实践课程 1 学分） 

新编课程号 课程号 教研室 课程名称 学分 

HYY40001  古代汉语 诸子选读—《论语》、《孟子》 2 

HYY40002  古代汉语 诸子选读—《庄子》 2 

HYY40003 02031820 古代汉语 诸子选读—《韩非子》 3 

HYY40004  古代汉语 史籍选读—《左传》 2 

HYY40005  古代汉语 史籍选读—《战国策》 2 

HYY40006  古代汉语 史籍选读—《史记》 2 

HYY40007  古代汉语 训诂著作导读—《尔雅》* 2 

HYY40008  古代汉语 训诂著作导读—《说文》* 2 

HYY40009  古代汉语 训诂著作导读—《方言》 2 

HYY40010  古代汉语 训诂著作导读—《释名》 2 

HYY40011  古代汉语 训诂著作导读—广雅疏证 2 

HYY40012 02033400 古代汉语 音韵著作导读—《切韵》 2 

HYY40013  古代汉语 音韵著作导读—《中原音韵》 2 

HYY40014  古代汉语 语法著作导读—《马氏文通》* 2 

HYY40015  古代汉语 语法著作导读—《专书语法研究

著作》* 

2 

HYY40016  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论文选读 2 

HYY40017  古代汉语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语言研究 2 

HYY40018  古代汉语 训诂原理 2 

HYY40019  古代汉语 近代汉语 2 

HYY40020 02031040 古代汉语 《诗经》导读 2 

HYY20002 02030130 古代汉语 汉语音韵学 2 

HYY30001 02030120 现代汉语 汉语方言学 4 

HYY40021 02030930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HYY40022 02030910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2 

HYY40023 02030950 现代汉语 汉语修辞学 2 

HYY40024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2 

HYY40025  现代汉语 形式语法导论 2 

HYY40026 02033260 现代汉语 汉语语音学基础* 2 

HYY40027 02033380 现代汉语 普通话与方言* 2 

HYY40028 02031600 现代汉语 方言专题* 2 

HYY40029 02032150 现代汉语 汉语方言语料分析* 2 

HYY40030 02030980 语音实验室 实验语音学基础 3 

HYY40031 02031130 语言学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2 

HYY40032 02031140 语言学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2 

HYY40033 02031150 语言学 语言与文化 2 

HYY40034 02031160 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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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Y40035 02031170 语言学 语义学 3 

HYY40036  语言学 语言类型学导论* 2 

HYY40037  语言学 中国有声语言和口传文化 2 

HYY40038 02032990 语言学 语言学专业英语* 2 

HYY40039  语言学 人类沟通的起源与发展 2 

ZWX40001  文艺学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艺论著选读 

2 

ZWX40002 02030700 文艺学 文艺美学 2 

ZWX40003 02039030 文艺学 文学概论 2 

ZWX40004  文艺学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流派 2 

ZWX40005  文艺学 文学名著阅读 2 

ZWX40006  文艺学 20 世纪现代西方文艺理论 2 

ZWX40007  文艺学 国文举要 2 

ZWX40008  文艺学 艺术人文学导论 2 

ZWX40009 02032230 文艺学 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研究 2 

ZWX40010  文艺学 文艺理论专题 2 

ZWX40011 02032590 文艺学 胡风研究 2 

ZWX40012  文艺学 古代文论经典选读 3 

ZWX40013 02033330 文艺学 中国书法美学 2 

ZWX40014  文艺学 中国诗学概论 2 

ZWX40015 02032300 文艺学 接受美学的理论嬗变 2 

ZWX40016 02033320 文艺学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专题 2 

ZWX40017  文艺学 经子解题 2 

ZWX40018  文艺学 经典阅读与诗文写作 2 

ZWX40019  文艺学 《文心雕龙》选读 2 

ZWX40020  文艺学 古代散文研究 2 

ZWX40021  文艺学 文学与文化 2 

ZWX40022 02031290 文艺学 《庄子》选读 2 

ZWX40023  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名著导读 2 

ZWX40024  古代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名著导读 2 

ZWX40025  古代文学 宋元文学名著导读 2 

ZWX40026  古代文学 明清文学名著导读 2 

ZWX40027  古代文学 近代文学名著导读 2 

ZWX40028  古代文学 中国小说史专题研究 2 

ZWX40029  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研究 2 

ZWX40030  古代文学 诗词格律与写作 2 

ZWX40031 02033220 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作品鉴赏 2 

ZWX40032  古代文学 乐府诗歌研究 2 

ZWX40033  古代文学 史传文学研究 2 

ZWX40034 02033290 古代文学 先秦诸子讲说 2 

ZWX40035  古代文学 陶渊明研究 2 

ZWX40036  古代文学 唐诗研究 2 

ZWX40037  古代文学 唐代小说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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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X40038  古代文学 唐宋散文研究 2 

ZWX40039 02032880 古代文学 唐宋词研究 2 

ZWX40040 02033300 古代文学 诗词曲艺术研究专题 2 

ZWX40041  古代文学 元曲研究 2 

ZWX40042 02033200 古代文学 元明戏曲 2 

ZWX40043 02033550 古代文学 李杜研究 2 

ZWX40044  古代文学 苏轼研究 2 

ZWX40045  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一） 2 

ZWX40046  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二） 2 

ZWX40047  古代文学 古代诗词艺术鉴赏与诗学研究 2 

ZWX40048 02033560 古代文学 《红楼梦》研究 2 

ZWX40049 02030640 古代文学 《聊斋志异》导读 2 

ZWX40050 02033440 古代文学 近代文学改良思潮 2 

ZWX40051  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2 

ZWX40052 02030520 古代文学 《诗经》研究 2 

ZWX40053  古代文学 《楚辞》研究 2 

ZWX40054  古代文学 唐代文言小说研究 2 

ZWX40055  古代文学 魏晋南北朝诗歌专题 2 

ZWX40056  古代文学 李杜研究 2 

ZWX40057  古代文学 汉代文学与社会政治 2 

ZWX40058  古代文学 明清白话长篇小说研究 2 

ZWX40059 02032270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研究 2 

ZWX40060 02032210 现代文学 鲁迅研究 2 

ZWX40061 02033010 现代文学 老舍与现代中国文化 2 

ZWX40062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2 

ZWX40063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2 

ZWX40064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2 

ZWX40065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诗歌研究 2 

ZWX40066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2 

ZWX40067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散文研究 2 

ZWX40068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戏剧研究 2 

ZWX40069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1） 2 

ZWX40070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2） 2 

ZWX40071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专题（3） 2 

ZWX40072  现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研究 2 

ZWX40073  现代文学 近代文学与文化 2 

ZWX40074  现代文学 通俗文学专题 2 

ZWX40075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选读 2 

ZWX40076  现代文学 都市与文学 2 

ZWX40077  现代文学 1940 年代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2 

ZWX40078  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2 

ZWX40079 02039190 现代文学 文章选读 2 

ZWX40080 02031550 当代文学 小说的艺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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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X40081 02033000 当代文学 台湾文学 2 

ZWX40082 02033340 当代文学 台湾小说十家 2 

ZWX40083  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分期研究（1）（50-70

年代） 

2 

ZWX40084  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分期研究（2）（文革后） 2 

ZWX40085 02030280 当代文学 中外当代长篇小说研究 2 

ZWX40086 02030270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诗歌研究 2 

ZWX40087  当代文学 当代散文研究 2 

ZWX40088  当代文学 中外当代中短篇小说细读 2 

ZWX40089  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 2 

ZWX40090 02033480 当代文学 大众文艺与文化研究 2 

ZWX40091  当代文学 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研究 2 

ZWX40092  当代文学 新世纪网络文学研讨 2 

ZWX40093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选读 2 

ZWX40094  当代文学 新世界当代文学新生态研讨 2 

ZWX40095  当代文学 当代诗歌批评 2 

ZWX40096  当代文学 网络文学类型学研究 2 

ZWX40097  当代文学 新世纪网络文学研究 2 

ZWX40098  当代文学 当代中外文学批评方法 2 

ZWX40099  当代文学 唐宋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2 

ZWX40100  当代文学 90 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研究 2 

ZWX40101  当代文学 网络文学重要作家作品 2 

ZWX40102  当代文学 网络文学重要网站研究 2 

ZWX40103  当代文学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读 2 

ZWX40104  当代文学 当代外国经典短篇小说细读 2 

ZWX40105  当代文学 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 2 

ZWX40106 02031750 当代文学 诗歌写作 2 

ZWX40107  当代文学 文学批评写作 2 

ZWX40108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与电影选读 2 

ZWX40109  当代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专题 2 

ZWX40110  当代文学 大众文化专题（1）：文学与影视 2 

ZWX40111  当代文学 大众文化专题（2）：网络文学研

究 

2 

ZWX40112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专题 2 

ZWX40113  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女性文学 2 

ZWX40114  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研究 2 

ZWX40115  当代文学 海子诗歌研究 2 

ZWX40116 02030300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 2 

ZWX40117 02030330 民间文学 民俗学 2 

ZWX40118 02039130 民间文学 民俗研究 2 

ZWX40119  民间文学 民俗学专题研究 2 

ZWX40120  民间文学 中国传统节日研究 2 

ZWX40121  民间文学 民间叙事研究 2 



 13 

ZWX40122 02030470 民间文学 散曲研究 2 

ZWX40123 02030350 民间文学 中国神话研究 2 

ZWX40124 02031650 民间文学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论 2 

ZWX40125 02031770 民间文学 民俗与文化 2 

ZWX40126 02033170 比较文学 影片精读 2 

ZWX40127 02039080 比较文学 西方人文经典导读 2 

ZWX40128 02033370 比较文学 莎士比亚戏剧专题 2 

ZWX40129  比较文学 文学与基督教 2 

ZWX40130  比较文学 英译中国文学 2 

ZWX40131  比较文学 中国古典诗歌鉴赏 2 

ZWX40132  比较文学 英国的中国形象 2 

ZWX40133  比较文学 西方人文经典导读 2 

ZWX40134  比较文学 美国华裔小说与戏剧 2 

ZWX40135  比较文学 美国汉学 2 

GWX30002 02030160 古典文献 文字学 2 

GWX30004 02030220 古典文献 目录学 2 

GWX30005 02030230 古典文献 版本学 2 

GWX30006 02030240 古典文献 校勘学 2 

GWX30007 02030260 古典文献 训诂学 2 

GWX20004 02030251 古典文献 中国古文献学史（上） 2 

GWX40001 02030252 古典文献 中国古文献学史（下） 2 

GWX40007 02032260 古典文献 《老》《庄》导读 2 

GWX40008 02031800 古典文献 《汉书》导读 2 

GWX40009 02032640 古典文献 《论语》《孟子》导读 2 

GWX40010 02032120 古典文献 《荀子》 2 

GWX30003  古典文献 国外汉学概论 2 

GWX40012  古典文献 中外文化交流 2 

GWX40013  古典文献 经典讲读 2 

GWX40014  古典文献 中国古籍入门 2 

GWX40015  古典文献 古典文献学基础 3 

GWX40016 02031180 古典文献 《说文解字》概论 2 

GWX40017 02031240 古典文献 《诗经》 2 

GWX40018 02031670 古典文献 敦煌文献概要 2 

GWX40019 02031200 古典文献 日本中国学 2 

【注意】标 * 为建议应用语言学专业同学在选择时重点关注的课程。 

2） 大类平台课程 8 学分 

 A．中文系课程   

新编课程号 课程号 课程名 周 学

时 

学分 开 课

学期 

ZWX50001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基础平 3 3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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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课，本系同学不选） 

HYY50001 02033580 古代汉语（基础平台课，本

系同学不选） 

4 4 秋季 

GWX50001  古典文献学基础（基础平台

课） 

3 3 春季 

HYY20001 02030070 语言学概论 3 3 秋季 

ZWX30003 02033270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3 3 秋季 

GWX10002 02033090 中文工具书 * 2 2 春季 

GWX20004 02033450 古代典籍概要 4 4 秋季 

ZWX10002 02030040 中国现代文学史 * 4 4 春季 

HYY40021 020309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3 3 春季 

ZWX20003 02033360 中国当代文学史 * 4 4 秋季 

ZWX30004 02030790 比较文学原理 2 2 春季 

ZWX20001 02039200 文学原理 * 2 2 春季 

ZWX30005 02032020 民间文学概论 2 2 春季 

  B．历史系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132080 世界史通论（基础平台课） 3 3 秋季 

02135010 中国古代史（基础平台课） 4 4 春季 

02132040 中国历史文化导论 4 4 秋季 

02130110 史学概论 3 3 春季 

02130101 中国历史文选（上） 4 4 秋季 

02130102 中国历史文选（下） 4 4 春季 

02130120 中国史学史 3 3 秋季 

02130130 外国史学史 3 3 秋季 

02133610 古代东方文明 2 2 春季 

02133620 古希腊罗马史 2 2 秋季 

02133630 中世纪欧洲史 2 2 秋季 

02133640 欧洲史 2 2 春季 

02133660 亚洲史 2 2 春季 

02139190 非洲史 2 2 秋季 

02133650 美洲史 2 2 秋季 

  C．哲学系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330001 哲学导论（基础平台课） 2 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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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0162 宗教学导论（基础平台课） 2 2 秋季 

02330142 伦理学导论 2 2 秋季 

02330132 科学哲学导论 * 2 2 春季 

02330152 美学原理 2 2 秋季 

02332250 中国宗教史 2 2 秋季 

0233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2 春季 

02336400 现代逻辑基础 * 4 4 春季 

02335071 中国哲学史（上） 2 2 春季 

02335072 中国哲学史（下） 2 2 秋季 

02335061 西方哲学史（上） 2 2 秋季 

02335062 西方哲学史（下） 2 2 秋季 

  D．考古文博学院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2232210 考古学通论（基础平台课） 4 4 春季 

02240340 中国考古发现与探索（基础平台

课） 

2 2 秋季 

02230370 中国古代青铜器 2 2 春季 

02230430 中国古代陶瓷 2 2 春季 

02230510 中国古代碑刻 2 2 春季 

02230440 丝绸之路考古 2 2 秋季 

02230410 中国佛教考古 2 2 春季 

02232200 美术考古 2 2 秋季 

02231040 博物馆学概论 2 2 秋季 

  E．外国语学院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384380 西方文化（基础平台课） 2 2 秋季 

03530450 东方文学（基础平台课） 2 2 春季 

03833140 英诗选读（英语授课） 2 2  

03832030 短篇小说选读（英语授课） 2 2  

03833190 圣经释读（英语授课） 2 2  

03832150 英语史（英语授课）* 2 2  

03831080 英语结构（英语授课）* 2 2  

03832120 英语词汇学（英语授课）* 2 2  

 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英语授课） 2 2  

03834200 大众文化简介与批评（英语授课） 2 2  



 16 

03834060 莎士比亚与马洛戏剧（英语授课） 2 2  

03833070 社会语言学（英语授课） 2 2  

03834220 认知语言学（英语授课）* 2 2  

03833050 语言与文化（英语授课）* 2 2  

03532030 日本历史（汉日双语） 2 2  

03532120 日本文学史（汉日双语） 2 2  

  F．艺术学院课程 

课程号 课程名 周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04330013 艺术学原理（基础平台课） 2 2 春季、秋

季 

04333012 美术史论（基础平台课） 2 2 春季 

04330030 中国音乐概论 2 2 秋季 

04330042 西方古典音乐 2 2 春季 

04330101 电影概论 2 2 秋季 

04330102 电视概论 2 2 春季 

04331821 影视节目策划 2 2 春季 

04332530 文化产业导论 2 2 秋季 

【注意：如通识类、本科素质教育通选类课程中，已经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考古文

博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等院系的课程，则尽量不重复选

修该院系课程】 

3）本科素质教育通选课 8 学分  

次序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时间 

A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至少2学分  

B 社会科学类 至少2学分  

C 哲学与心理学类  

至少2学分 

 

 

D 历史学类  

E 语言、文学、艺术与美育类  

F 社会可持续发展类 至少2学分  

【注意：如通识类、大类平台类课程中，已经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考古文博学院、

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社会学系、政府管理学院等院系的课程，则以上 C、D、E 三类课

程选修 2 学分课程不再重复选修该院系课程】 

 

5．毕业论文 4学分（已含在专业限选课中） 

 

6．实习实践课程 1 学分（已含在自主选修课中） 

  

五、其他要求（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