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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上海大学考古学本科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文理融合、以文化人、学

科中国化和国际化的新文科发展理念，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的理论和方法基

础、优秀的实践能力、广博的人文、社会和科学知识、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提供兼具国际前瞻性和社会适用性、课堂教学和田野实践相结合、基础和特色并重的

全方位考古学教育，不仅为学生在考古学相关领域继续研究和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也通过

提供从事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管理和业务工作的学生，满足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 

2. 毕业要求 

（1）考古学专业知识与综合人文素质：包括系统掌握考古学基础概念、方法和理论，基

本掌握与考古学相关的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

基本熟悉与考古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熟悉考古学、博物馆学、

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专业术语和技术过程，具备理性思辨和判断能力。 

（2）发现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包括具备将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能力，掌握

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和基本知识，掌握通过物质文化研究分析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的方法，

具备针对复杂问题提出和实施解决方案的能力、创造和设计能力、和专业写作能力。 

（3）理解复杂的历史现象及规律的能力：包括系统了解与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考古

学文化的基本脉络，全面了解考古学研究发展潮流和动态，具备跨学科、多角度考察与研究

社会与文化的能力。 

（4）田野实践和实务的能力：包括系统掌握考古学相关实践和实务工作的基本原理、方

法和步骤，具备在考古田野、博物馆或者实验室从事具体工作的能力。 

（5）良好的沟通和知识应用的能力：包括具备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有效沟通和交流的

能力，具备撰写学术报告、设计文稿、阐述思想的能力，具备将课堂知识和社会实习转化为

实际工作能力的能力，具备在考古工地、博物馆、任何实践场地掌握和总结知识，终身学习

的能力。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以上。 

（6）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包括关注和了解本学科理论和实践前沿，具备从事独立

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本能力，掌握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方

法和工具，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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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干学科 

考古学 

2. 主干课程 

考古学导论、文物保护导论、中国古代史 A(1)、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世界古代史、历史

时代考古学、博物馆学导论、科技考古、史前时代考古学、田野考古概论、中国古代史 A(2)、

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考古学概率、专业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考古学）、海外中国文物研究

前沿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暑期学校、田野工作实践、实验室工作实践、学年论文训练与写

作、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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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583109 形势与政策 1 1 *

165841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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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1658417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C

3 3 3

1658417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2 1 3

3 ◆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3 3 3

劳动教育理论课 1 1

大学生心理健康 2 1 1

体育 6 1 1 1 1 1 1

军事理论A 2 2

大学英语 16 4 4 2 2 2 2

人文类计算机语言选修模块 4 4

人文类计算机技术选修模块 3 3

微积分C 3 3 3

生命科学导论 2 2 2

应用写作A 3 3 3

全球史 3 3 3

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3 3 3

65 12 16 4 16 4 8 5

4

42 6 9 9 9 6 3 ▲

8 ★

52 1 12 1 6 15 5 12

260 ●

上海大学2023级教学计划表
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考古学专业

课

程

分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各学年、学期计划学分安排

备

注共计

1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教学环节 第四学年

通

识
课
18

人文经典与文化传承

14+4 4 4 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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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思维与创业教育

新生研讨课1

00914006 2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详见附表

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课（详见附表）

16583004

16584172 1

00944008

01014103

12484110

02074161

02084280

16614109

学科基础课(见续表)

公

共
基

础

课
70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思

想
政

治

必

修
课

详见附表

总计

*1-10学期均需选修   ◆多修同时属于通识课的课程可认定为通识课（见附表备注）   ▲学分分布供参考   ★任意选修任何课程。   附表见Ⅱ-1-
17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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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至少2学分；3. “创新思维与

创业教育”模块至少2学分；4. “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通识课分别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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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高年级研讨课(见续表)

选

修
课

专业选修课(见续表)

任意选修课

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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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5314 考古学导论 4 4 1 ◎ 02B55004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4 4 4

02085172 中国古代史A(1) 4 4 1 02B55008 历史时代考古学 4 4 4 ◎

02085265 世界古代史 4 3 1 1 02B55010 科技考古 4 3 1 4 ◎

02B55006 博物馆学导论 4 4 2 ◎ 02B55005 田野考古概论 4 3 1 5 ◎

02B55007 史前时代考古学 4 4 2 ◎ 02B55003 世界考古学概论 4 4 6 ◎

02085173 中国古代史A(2) 4 4 2 02B55011 专业英语(Englsih for
Archaeology Major)

4 3 1 6 ★

02085267 世界中世纪史 4 3 1 2 37B55001 学术论文写作(考古

学)
2 2 9

02B55002 青铜时代考古学 4 4 3 ◎ 37B55002 海外中国文物研究前

沿
3 2 1 9 ◎

02B55001 文物保护导论 4 3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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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5EY01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文

献导读
2 2 4 02B5SY01

世界考古学文献导读
(Readings in World
Archaeology)

2 2 8 ★

37B5EY02 考古学研究方法与前

沿
2 2 5 02B5SY02 文化遗产文献导读 2 2 9

02B5EY02 博物馆学文献导读 2 2 6

三年级适用

★全英语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

备

注共

计

共

计

学

期

教学环节教学环节

二年级适用

高年级研讨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共

计

共

计

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

上海大学2023级教学计划表

学科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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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B56029 博物馆藏品阐释与传

播
3 3 4 02B56036 中国历史文献选读 3 3 6

02B56023 文物学概论 3 3 4 02B56061 敦煌学 3 3 8

02B56024 中国古代青铜器 3 3 4 02B56064
世界历史文献选读
(Readings in World
History)

3 3 8 ★

02B56012 中国考古学史 3 3 4 02B56013 艺术考古学 3 3 9

02B56017 埃及考古学 3 3 4 02B56055 博物馆与当代社会 3 3 9

02B56030 博物馆藏品管理 3 3 4 02B56040 环境考古学 3 3 9

02B56059

文物工艺概论
(Introduction on
Techniques in
Artifacts)

3 3 5 ★ 02B56014 宗教考古学 3 3 9

02B56038 世界考古学史 3 3 5 02B56025 中国古代石窟寺 3 3 9

02B56039 田野考古学技术 3 3 5 02B56028 博物馆学理论 3 3 9

02B56057 博物馆展览策划与设

计
3 3 5 02B56026 中国古代建筑 3 3 9

02B56052 中国古代玉器 3 3 5 02B56058 工业遗产研究 3 3 10

02B56032
文物保护修复实践
(Conservation/Restorati
on Practice)

3 3 5 ★ 02B56041 公共考古学 3 3 10

02B56033 考古文物保护概论 3 3 5 02B56049 文物管理法规 3 3 10

02B56051 中国古代陶瓷 3 3 6 02B56056 世界博物馆概况 3 3 10

02B56031 博物馆教育与服务 3 3 6 02B56015 山地考古学 3 3 10

02B56037 民族考古学 3 3 6 02B56042 海洋考古学 3 3 11

02B56060 文物保存环境 3 3 6 02B56054 新博物馆学 3 3 11

37B56003 文化遗产导论 3 3 6

★全英语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共

计

共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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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期

备

注
课程编号

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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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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道德与法治(实践) 1 1 √ 1

0000A001 创新创业实践 1 √ 1

00874028 大学生社会实践 1 √ 1

00883034 劳动素养专项实践 1 √ 1

02B5A001 认识实习 1 2 √ 2

02B5A002 暑期学校 2.5 5 √ 5

02B5A003 专业实习 15 √ 15 第7学期

◎

02B5A004 田野工作实践 1.5 3 3

02B5A005 实验室工作实践 1.5 3 3

02B5A006 学年论文训练与写作 2.5 5 5

02B5A007 毕业论文 12 12 第12学期

52 13 7 20 12

◎专业核心课程

备注

实

习

三选一
（详见注）

课
程

设

计

毕业设计

(论文)

共计

注：

    1. 《创新创业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劳动素养专项实践》三门课程三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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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劳动素养专项实践》包含“电子小世界”、“木质匠心”、“陶塑艺术”和“金属艺术”4个专项，只限选修其中1个专项，第1-
12学期（除夏季学期）均开设。

上海大学2023级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安排表
考古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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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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