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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工作的意见》（教学〔2020〕1 号）、《北京大学强基计划

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特制定强基

计划历史学类培养方案如下。 

 

历史学类 

一、基本情况 

1. 专业简介 

北京大学的历史学专业历史悠久，实力强盛，在全球大

学历史学排名中也位居前列。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有史学堂，

1904 年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1910 年成立专门的教

育机构中国史学门，1919年中国史学门改称史学系。1952年

全国院系调整，史学系改称历史学系。1963年北大历史学系

在国内首建“世界史”专业，2012年首创“外国语言与外国

历史”专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北大历史学系形成了专

业齐全、名师荟萃、课程系统的全面优势，培养了不少优秀

人才。 

中国史、世界史两个学科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历次

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前茅，现已双双入选国家的“双

一流”建设的一流学科之列。2020年北京大学的历史学专业

在 QS世界大学历史学专业排名中位列第 24，是中国高校中

唯一进入世界前 30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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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资队伍 

历史学系的教学科研单位有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近

现代史教研室、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欧美史教研室、亚非拉

史教研室，此外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西方古典学中心是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实体机构，

并负责组织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系统教学与标准化考试。 

历史学系师资雄厚，名师辈出，现有专任教师 70人，其

中教授 42人，副教授 18人。其中资深教授 1人，博雅讲席

教授 5人，博雅特聘教授 9人，长江学者 7人，国家级教学

名师 3人，北京市教学名师 5人。多名著名教授一直活跃在

本科教学第一线。 

3. 教学及科研条件资源平台 

国家和学校对北京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

的教学科研条件。本专业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多次被教

育部评为优秀基地，此外还有欧洲研究中心、希腊研究中心、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所、东南亚学研究中

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虚体研究机构，凸显各种专门历史

研究的特色。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条件和资源是图书文献资

料，本系目前拥有历史学系图书分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图书分馆 2 个专业图书馆，藏书共达 17 万多册；此外西方

古典学中心也购置了大量的世界历史史料典籍，如著名的

《德意志文献集成》、《英国历史档卷》、《美国历史档案》等。 

本专业有多个教学实习基地，本科生教学实践从 80 年

代后期即已开始，现在分为二年级的暑期田野调查和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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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遗迹学术考察，使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三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 

本专业有多层面的学术交流资源平台，每年都支持本科

同学进行境外学术交流，出境交流与学习的大学有耶鲁大学、

洪堡大学、杜伦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台大、港大

等。此外还聘请海内外名师前来举行各种学术讲座，本系的

一切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都向本专业同学开放，使同学们拓宽

学术视野，接触到科研前沿，并感受到名师风范，获得国际

性教育。 

 

二、培养目标、过程及要求 

本专业强基计划的培养目标是着力选拔一批对历史学

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专门进行基础学科的

一流人才培养，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为此制定阶段性的

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

合，培养综合素质优秀的历史学人才。 

1. 阶段性学习、考核与动态进出 

一年级不分专业，在学习本专业课程的同时，以学分要

求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与数学、社会科学、哲学心理学、文

学语言和艺术学等基本知识领域选修通识课程；二年级时进

行细化的专业学习；到高年级进行深入的科研训练和学年论

文写作，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并完成高质量的

史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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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个阶段，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和培养目标，建

立科学化、多阶段的动态进出机制，制定相应的考核制度，

以综合素质和学术科研两方面作为考核标准，对进入强基计

划的同学进行综合考察，退出的名额，可以通过相关考核补

入当初没有能进入该计划但后来有优异表现的拔尖人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须退出强基计划： 

（1）有违法、违纪和受处分记录； 

（2）未到达院系考核标准要求。 

2. 本硕博衔接的办法 

对强基计划学生拟实施“3+X”贯通式培养，允许本科

生在大三结束后申请，通过院系审核同意后，可以提前进入

衔接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完成本研过渡，为攻读相关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或直博生打好基础。 

 

三、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历史学强基计划准予毕业的学分为 136学分。其中包括

公共基础课程 39-48学分、专业必修课程至少 57学分和选修

课程 36学分。需要完成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成绩合格并达

到学分要求者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四、培养方式 

历史学各专业的培养实行学分制，实施经过细化具有靶

向意义的生活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的“三师”制度。

进校后在一年级学习中不分专业，在此阶段即配备生活导师



 

 5 

对同学在校学习、选课等多方面予以指导；在二年级以后逐

渐进入专业和 1个本科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古典语文学项目）

中学习，此时配备学业导师在学术方面给予一对一的指导；

之后进入科研写作以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撰写阶段，配备

科研导师进行学术论文写作的训练和指导。 

进入该培养计划的同学，在一年级时便可以进入小班课

学习并进行相关的学术练习，选修“中国古代史练习”“中国

近代史练习”“中国现代史练习”“世界古代史练习”“欧美近

现代史练习”“亚非拉近现代史练习”小班课。进入高年级后，

则由导师及相关专业的老师开设高年级的小班研讨课。此外

导师还将根据情况吸纳同学参与自己的项目课题研究，引领

同学参与最前沿的科研任务，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鼓励同

学撰写高质量的学术科研论文。 

本专业支持同学参加境外研修学习、暑期学校、短期考

察，鼓励同学撰写研究论文积极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一

方面接触世界科学文化研究最前沿、融入国际一流学术群体，

更具世界眼光和胸怀，另一方面也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中

国声音。 

 

五、课程设置 

1. 公共基础课程 

包括公共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学生人格塑造与德性养成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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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必修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涵盖实习实践课程、

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其中专业基础课涵盖人文学部和本专

业的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则凝练了本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必

修课。 

3. 特色课程 

（1）专门为新生开设的“史学新生导学”课程： 

为历史学新生作系统全面的学科专业介绍，以及学业咨

询、指导、规划，引导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尽早熟悉历史学专业的特点与学习方法，确定志趣所向，为

专业学习做好准备。 

（2）“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实习实践课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该课程以及暑期的实习实践

活动，提高同学社会田野调查、档案利用的学术能力，引领

同学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 

（3）丰富系统的语言类课程如“拉丁语”“希腊语”“古

埃及文字”等： 

同学可以方便选修西方古典学中心和外国语学院开设

的各类语言课程，为历史学专业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语言

文字基础。 

 

六、配套保障 

历史学系将设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对历史学强基班进行

管理，指定专门的教学副主任主管相关事务。在经费上，学



 

 7 

校教务部、历史学系专门划拨充足的经费用于该计划的学生

培养。组织教研一流、精干负责的师资作为强基班学生的导

师，如果需要可以单独开设相关课程。在图书购买、学术会

议、国际交流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并在免试推荐研究生、

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 

 

强基计划招生及培养工作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执行。若

遇教育部政策调整，则按新政策执行。 

本培养方案可能随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有所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