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史一级学科（060200） 

硕士点研究生培养方案基本信息 

 

一、学科简介 

2003 年 11 月 1 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成立，曹树基教授担任系主任。自建立伊

始，以特色发展为思路，以“注重基础文献、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学科交叉”为原则，

以专门史为基础，初步形成中国通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专

门史四个学科方向。近年来，围绕中国史一级学科，以形成团队和改善梯队为目标，加

大了人才引进力度，建立起 22 人规模、覆盖中国史四个二级学科方向的一支学科队伍。 

课程设计的的原则是要兼顾历史的基本知识要点和专门研究，广度深度俱备，更包括相

关研究理论的吸收、研究理念的熏染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以及对学术研究最新进展敏感度的

培养。有鉴于此，中国史一级硕士点课程设置六门专业基础课，分别是中国通史系列和三

门研究方法课程；专业选修课则既关照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等传统学术中的专门

问题，也涉及到最近几年方兴未艾的环境史、疾病史、区域史等学术前沿领域。 

本专业课程开设和培养单位为历史系，该系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主讲老师由 8 名

教授、6 名副教授和 7 名讲师组成，带头人为曹树基教授。本专业教师有多年从事中国历史

及相关专业的教学与科研经历，在国内外高级别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科研论文，

出版了一批为世人关注的高质量专著成果，并先后多次获得不同级别的奖励。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方法、能力和思维习惯、学术敏感度等培养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培养的人

才不仅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具有专业献身精神，而且具有本专业扎实的

基础知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一定的理论修养、研究水平和实践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毕业后能胜任相关的教学、科研、文化、管理，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工作，成为满足现代社会

需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高级专门复合人才。 

三、学习年限 

中国史一级硕士点培养 2.5 学制的学术型硕士。 

四、课程学习要求 



  

中国史一级硕士点硕士生主要完成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前沿课、专业选修课

四个模块的课程学习，其中专业基础课需选修 4 门，专业选修课需选修 5 门。完成全部课程

总计 36 学分。 

表 1、硕士生课程学习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期 必修/选修 

公共基础课（7 分） 

基础英语 2 秋 必修 

学术英语 2 春秋 必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春秋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秋 必修 

专业基础课（5 选 4，12 分）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3 秋 

5 选 4 

历史地理与 GIS 技术 3 秋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秋 

中国经济史 3 春 

历史文献学 3 秋 

专业前沿课（2 分） 

学术报告 2 春 必修 

专业选修课（9 选 5，15 分） 

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 3 秋 选修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 3 秋 选修 

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 3 秋 选修 

计量史学 3 春 选修 

中国社会史 3 春 选修 

中国法制史 3 春 选修 

中国环境史与疾病史 3 秋 选修 

中外关系史 3 春 选修 

全球史与中西经济发展 3 秋 选修 

总学分要求： 36   

 

五、实践实习要求 

    全日制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方案需要填写本环节。 

     

六、过程管理 

 普博生 直博生 硕博连读生 学术型硕士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 

资格（综合）考试    无  



开题报告    4  

年度报告    2  

预答辩    5  

答   辩    5  

   实践实习环节    无  

 

七、学术论文要求 

学术型硕士要求在学期间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至少 1 篇学术论文。发表论文应当与中

国史研究相关，必须具有原创性，不得抄袭。 

八、学位论文要求 

在确定选题之前，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本专业的基本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

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选择本专业内重要且研究基础较薄弱的问题，作为论文的

选题。在国内应具备完成该选题的基本资料和参考文献，包括中文与一定的外文文献。 

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的阶段，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均须经

过导师和所在专业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应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某一个问

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论文在观点上要鲜明，结构严谨，

行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选题相关的学术动态做一说明。硕士学位论

文的正文不少于 3 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