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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上海大学历史学本科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

实的理论基础、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文

化基础知识，具备历史学研究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综合性人文素质，适应国家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的需要 

2. 毕业要求 

（1）具备历史学专业知识与综合人文素质：包括系统掌握中外历史文化基础知识与文献

资料的鉴别能力，掌握基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与历史科学的一般方法，系统掌握中外历史和

社会文化基础理论和原理，熟练掌握与使用历史学批评与研究的专业术语，具有理想人格与

理性思辨能力。 

（2）良好的发现与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包括具备将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

能力，掌握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和基本知识，掌握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和问

题的方法，具备针对复杂问题提出应对方案和最佳且合理的解决之道的能力，掌握专业写作

能力与激发学习和创造潜能。 

（3）复杂的历史现象及规律把握能力：包括系统了解与掌握中外历史与社会文化基础知

识，系统了解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发展潮流和动态，具备中外历史研究前沿追踪与分析能力，

具备历史学怀疑求实和探求知识真理态度和素养，具备中外历史与社会文化比较能力，具备

跨学科多角度考察与研究历史的能力。 

（4）良好的沟通和历史知识应用能力：包括具有熟练的语言和文字能力和阅读历史文献

能力，具备撰写学术报告、设计文稿、阐述思想的能力，具备专业知识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众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通过考古、博物馆等社会课堂掌握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通过课

堂知识和社会实习的结合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

乙等以上。 

（5）具备初步开展历史研究的能力：包括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具备学科研究的意识和

基本能力，掌握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基础工

具，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历史学 

2. 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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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经济史、

中国历史文选、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考古学导论、博物馆学导论、中

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专业英语。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夏季学期实践、学年论文训练与写作、毕业论文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60 学分 

3. 授予学位 

历史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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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夏

季
4 5 6

夏

季
7 8 9

夏

季
10 11 12

2

16583109 形势与政策 1 1 *

1658415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A 3 3 3

1658413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B 3 3 3

1658416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3

165841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1)
3 3 3

165841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2)
2 2 2

16583004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详见附表 体育 6 1 1 1 1 1 1

00914006 军事理论A 2 2

详见附表 大学英语 16 4 4 2 2 2 2

详见附表 人文类计算机语言选修模块 4 4

详见附表 人文类计算机技术选修模块 3 3

01014103 微积分C 3 3 3

12484110 生命科学导论 2 2 2

02074161 应用写作A 3 3 3

02084280 全球史 3 3 3

16614109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3 3

73 8 8 9 14 9 7 11 7

4

33 6 6 6 6 9 ▲

11 ★

52 1 10 1 13 12 15

260 ●

第四学年 备

注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共计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2

通

识

课
22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22

课

程

分

类

课程名称

专业选修课(见续表)

任意选修课

学科基础课(见续表)

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上海大学2020级教学计划表

文学院                                      历史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内 课外

新生研讨课2

4
详

见

附

表

政治文明与社会建设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验

经济发展与全球视野

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

6 6 6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1-10学期均需选修    ▲学分分布供参考    ★任意选修任何课程。    附表见Ⅱ-1-21页，建议学生跨类选修通识课，所修通识课必须包含：1. “核

心通识课”至少6学分，一年级至少修读一门；2. “艺术修养与审美体念”模块内课程至少2学分；3.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模块内课程至少2

学分。（某门课程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时，可重复认定，但所获得学分不累计。）

●毕业前至少修读一门全英语授课课程且成绩合格。（全英语授课课程指：1. 选课系统中标注的全英语课程。2. 国际化小学期开设的课程。3.

海外交流学分认定的课程。）

3

2 2

选

修

课

实践教学环节

总计

公

共

基

础

课
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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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5001 史学概论 3 3 4 02085269 世界现代史 5 4 1 4

02085172 中国古代史A(1) 4 3 1 1 02085314 考古学导论 4 4 5

02085173 中国古代史A(2) 4 3 1 2 02085023 博物馆学导论 4 4 8

02085174 中国古代史A(3) 4 3 1 3 02085270 中国历史地理学A 4 4 6

02085175 中国近代史A 6 4 2 4 02085161 中国历史文选A 3 3 6

02085176 二十世纪中国史A 5 4 1 5 02085107 中国史学史 4 3 1 7

02085265 世界古代史 4 3 1 1 02086160 西方史学史A 3 3 8

02085267 世界中世纪史 4 3 1 2 02085235
专业英语(History

English)
4 3 1 7 ★

02085268 世界近代史 5 4 1 3 02086078 中国经济史 3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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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EY01 明史典籍研读 2 2 6 0208SY01 五十年来中国 2 2 9

0208EY02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读

书会
2 2 5 0208SY02 日本文化论 2 2 8

学科基础课

二年级适用

备

注共

计

课内 课外

共

计

课内

课程编号

上海大学2020级教学计划表

课外
课程编号

课程学分

高年级研讨课

三年级适用

学

期

学

期

课程名称

★全英语课程

课程名称
学

期

备

注

备

注

课内 课外

课程名称
学

期

课程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课程学分

课程编号

备

注

课内

共

计

共

计

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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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6315 石器时代考古学 4 4 6 02086317 历史时期考古 3 3 8

02086316 青铜时代考古学 4 4 7 02086318 新博物馆学 4 4 9

02086040 中国青铜器 4 4 8 02086319 中国书画 3 3 9

02086045 中国陶瓷 4 4 6 02086293 日本外交史 3 3 8

02086054 中国玉器 3 3 5 02085162 中国古代思想史A 3 3 9

02086297 秦汉士人的思想世界 3 3 7 02086052 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 3 3 9

02086209
中国古代外来宗教文

化
3 3 11 02086232

中国近代名人日记导

读
3 3 5

02086298 正说三国 3 3 7 02086299
近代中国的报人与报

业
3 3 6

02085192 国学与国学经典 3 3 4 02086287 中国近代城市史概论 3 3 9

02085009 中国政治制度史 3 3 10 02086300 近代中国大学史 3 3 4

0208614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 4 4 9 02086279
近现代中日韩关系史

及其问题
3 3 9

02086257 清史导读 3 3 10 02086142 中国移民史 3 3 7

02086189 民国史 3 3 8 02086228 当代台湾史 3 3 7

02086303 中国武侠文化十讲 3 3 5 02086224 上海城市生活史 3 3 9

02086277 宗教学导论 3 3 7 02086286 影像中的上海滩 3 3 5

02086216 明清基督教史 3 3 8 02086295 影像中的世界大战史 3 3 8

02086220 西方基督教史 3 3 7 02086296 动漫社会文化史 3 3 7

02086204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3 3 8 02086251 佛教概论 3 3 6

02086238 中西文化比较 3 3 6 02086259 中国佛教史 3 3 8

02086236 中西文化交流史 3 3 10 02086282 佛教文化经典与精神 4 4 4

02086261 全球冷战史 3 3 7 02086263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3 3 4

02086198 日本近代史 4 4 9 02086199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3 3 7

02086275 日本战后史 3 3 8 02086223 全球化与全球学 3 3 9

02086256
近代西方、日本人眼

中的中国
3 3 5 02086278 中亚文明史 3 3 7

02086208 十至十三世纪亚洲史 3 3 6 02086289 中东政治与历史 3 3 5

02086285 佛教石窟艺术概览 4 4 2 02085019 西方思想史 4 4 5

02086304
再现的文明：简帛文

献与古代中国
3 3 5 02086258 古典希伯来语入门 3 3 5

02086242
《史记》、《汉书》

读书会
2 2 5 02086284 拉丁语入门 3 3 6

02086244 隋唐典籍读书会 2 2 7 03114293 西班牙语(二外)(1) 4 4 7

02086302
儒道佛经典与中华文

化传统
4 4 4 03114294 西班牙语(二外)(2) 4 4 8

02086288 中国史学名著导读 3 3 9 03114295 西班牙语(二外)(3) 4 4 9

02086283 明清人物研究 3 3 9 02086281
土耳其历史、语言与

文化
3 3 4

02086249
新文化运动文献阅读

会
2 2 6 02086273

《希伯来圣经》读书

会
3 3 6

02086301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 3 3 5 02086255 美国民主文献精读 3 3 6

02086241 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3 3 9 02086290

外国史学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the Western Historical

Masterpieces)

3 3 6 ★

02086291 英国史专题 4 4 9

★全英语课程

课程学分

学

期
共

计

学

期

课内
课程名称

课内
共

计

课程编号
课外 课外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专业选修课（第9学期（含）之后的课程可能会进行一次动态调整。）

专业初阶课

专业高阶课

备

注

备

注
课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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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00914003 军事技能 2 2 √ 2

00874008 形势与政策(实践) 1 √ 1

1658A001~002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1-2) 2 1 1 第3,6学期

00874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 1 1 √ 1

0000A001 创新创业实践 1 √ 1

00874028 大学生社会实践 1 √ 1

0208A020 认识实习 2 5 √ 5

0208A015 博物馆参观考察 3 √ 3

0208A016 历史古迹参观考察 5 √ 5

0208A017 学术论文规范操练 5 5

0208A018 古书注疏体例认知 5 5

0208A019 学年论文训练与写作 5 5

0208A021 公共史学 2 2

0208A003 毕业论文 15 15 第12学期

52 11 14 12 15

上海大学2020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历史学专业

实践分类 编号 实践环节名称
实践

周数

实践

学分

实践形式 各学年学分安排
备注

实

习

课

程

设

计

毕业设计

(论文)

共计

二选一

（详见注）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和《大学生社会实践》两门课程二选一；

    2. 在校期间，学生参与下述活动之一，可认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学分。分别是（1）联合大作业；（2）大学生创新项目；（3）

学科竞赛获校级（含）以上奖项，并未冲抵过学分；（4）院系认定的创新创业各类活动（累计至少半周时间）；

    3. 《大学生社会实践》在第2-11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具体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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