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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是我校学位点建设阶段性检查、验收与绩效

评价的依据，统计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本报告按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分别编写，同时获得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只编写一份总结报告。

三、各培养单位要结合人才需求、学科条件和发展目标，按照学位授权点评估工

作要求，如实编制本报告。

四、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相关工作要求，本《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

告》脱密后将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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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史硕士学位点基本情况

（一）中国史硕士学位点培养目标与学位标准

中国史专业始于1958年晋南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科，已有50余年的办学历史。

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研究队伍，尤其在晋国史、山西地方文化研究方面成效

显著。1980 年，山西师范学院历史系组建了“晋国史研究室”，1999 年易名为

“三晋文化研究所”，初步奠定了专业发展的方向和人才基础。2003 年山西省

委宣传部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同年，专门史专业被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被山西省教育厅批准为省重点扶持学科。

2010 年，历史专业被评为教育部特色专业。2012 年，中国史被获准为一级学科

硕士授权点，2019 年，被评确定为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培养目标

中国史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具有优良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敬

业精神，严谨学术道德规范并系统掌握中国史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具备独立从

事教学、科研和其他实际工作的创新型中高级知识人才。

2.学位标准

中国史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

（1）思想政治表现良好，无因违规、违纪行为受到处分的情况；

（2）修满课程 36 学分，公共课学位课程中的外国语参加统一考试且合格；

（3）至少公开发表一篇专业学术论文；

（4）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合格；

（5）完成实践活动，获得规定学分；

（6）论文外审合格，论文答辩通过。

（二）中国史硕士学位点基本条件

中国史一级硕士点现有 4个二级方向，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历史文

献学、中国近现代史。近年来发展更为迅速，成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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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方向简介

(1)中国古代史

研究领域包括先秦至鸦片战争之前思想文化史、军事史、社会史等领域之研

究。断代较为完整，已经形成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唐宋史、明清史等断代齐

全的研究团队，在思想文化史、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学、民族史等方面特色尤

为突出。依托山西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建设有山西文物陈列室、晋学博物馆，陈

列文物 900 余件。山西地方文献资料中心，收藏历代府州县志 2000 余种。重视与

地方政府的合作与学术交流，已经与安泽县、侯马市、浮山县、河津市等地政府

以及晋国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山西省考古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陶寺工作队

等专业单位深度合作，建立长期实习基地。

(2)专门史

研究领域主要有晋国史、山西史、山西宗教史、山西文化旅游、晋商文化、

宗族文化等。地方特色与优势突出，以晋国史、晋学等传统研究强项为引领，进

而延伸至山西地方文献、山西历史文化、山西寺观壁画、地方碑刻文集等领域，

充分利用山西地区丰富的文物和考古资源，利用与地方政府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

开展实地调查，形成一批地方特色明显的优秀研究成果。

(3)历史文献学

研究领域集中在唐宋金元明清历史文献以及山西地方文献两个方面。唐宋金

元明清历史文献集中研究宋元民间日用类书及明清蒙学典籍，山西地方文献集中

研究方志、碑刻、文集、谱牒、家族，对于研究华北社会，比如宗教信仰、世家

大族、商业活动、文化礼仪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山西方志、碑刻、谱牒

及文集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紧密结合。

(4)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领域为晚清史、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侧重近代学术史、抗战史、

妇女史、根据地史等领域之研究。注重地方特色，充分利用区域史研究的理论，

发掘山西本土资源与第一手资料，加强对山西近现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目前已

经形成山西近代文化史、乡村史、华北抗战及抗日根据地研究、妇女与性别研究

等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

2.师资队伍

中国史一级点现有师资 30人，其中具有导师资格的有 20人，硕士生导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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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包括教授 7人，副教授17人。专任教师方面，中国古代史 8人，历史文献学

7人，专门史 8人，中国近现代史 7人。（见表 1）以年龄划分，50 岁以下的中

青年教师占 90%（见表 2）；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28人，占教师总数的93.3%（见

表 3）；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24人，占专任教师的 80%，非本校学缘比例为 96.6%

（见表 4）。

未来数年内，伴随这年轻博士在学术上的成长，将成为新的生力军，从而保

证团队的持续发展。

表 1 中国史师资情况一览表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主要学术骨干情况

二级

学科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位

研究

方向
备注

中

国

古

代

史

学术

带头

人

杨学勇 男 1979.05 教授 博士 唐宋史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理事、兰州大学敦煌

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唐史学会会员

学术

骨干

谢耀亭 男 1980.12 教授 博士
先秦、

秦汉史

任艳艳 女 1981.12 副教授 博士
魏晋南

北朝史

霍 斌 男 1987.02 副教授 博士 隋唐史

张祥明 男 1967.04 副教授 博士 明史

韩 帅 男 1988.06 副教授 博士 明史

中国明史学会会员、

中国明史学会物质文

化史分会会员

冯永明 男 1983.01 讲师 博士 清史

温 旭 男 1988.02 副教授 博士 宋元史

历

史

文

献

学

学术

带头

人

仝建平 男 1976.04 教授 博士
历史

文献学

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

青年学术带头人、山

西省 131 工程优秀中

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学术

骨干

刘 丽 女 1976.01 副教授 博士
历史

文献学

朱阳书院研究会顾

问、“太原市普通高

中新课程 新教材新

高考实施”特聘专家

孙 宁 男 1984.09 副教授 博士
敦煌

文献

王大宾 男 1979.11 副教授 博士
历史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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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靖康 男 1982.05 副教授 博士
历史

地理
山西古都学会理事

付 婷 女 1987.03 副教授 博士
社会

生活史

王玉来 男 1982.12 讲师 博士
石刻

文献

专

门

史

学术

带头

人

侯慧明 男 1977.09 教授 博士
山西

宗教史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

长、山西省优秀青年

学术带头人

学术

骨干

胡炜霞 女 1975.09 教授 博士
山西旅

游文化

雷鹄宇 男 1984.10 副教授 博士 晋国史

畅海桦 男 1972.07 副教授 硕士 晋国史
弟子规与传统美德研

究中心秘书

张九玲 女 1986.11 副教授 博士 西夏学

贾亚宾 男 1972.07 讲师 博士
山西

环境史

刘维栋 男 1992.06 讲师 博士 民族史

刘宝峰 男 1986.10 讲师 博士 宗教史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学术

带头

人

王惠荣 女 1972.09 教授 博士 学术史

学术

骨干

李常宝 男 1970.02 教授 博士 民国史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理

事、山西党史人物研

究会理事、四川大学

中国西南文献中心兼

职副主任

夏文华 男 1977.07 副教授 博士
近代

科技史

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理事

张 明 男 1969.07 副教授 博士 社会史

贺文乐 男 1983.05 副教授 博士 民国史

曹春婷 女 1985.12 副教授 博士 社会史

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

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会

员

上官定

一
男 1975.12 讲师 硕士 民国史

表 2 中国史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一览表

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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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
35 岁以下 36-50 岁 51-60 岁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

教授 0 0 6 20 1 3.3

副教授 4 13.3 11 36.7 2 6.6

讲师 1 3.3 5 16.6 0 0

总人数 5 16.6 22 73.3 3 10

表 3 师资队伍学历结构一览表

学历结构

职称 博士人数 比例(%) 硕士人数 比例(%) 学士人数 比例(%)

教授 7 23.3 0 0 0 0

副教授 16 53.3 1 3.3 0 0

讲师 5 16.7 1 3.3 0 0

总人数 28 93.3 2 6.6 0 0

表 4 师资队伍职称、学缘结构一览表

职称
职称结构 学缘结构

人数 比例(%) 非本校毕业人数 比例(%)

教授 7 23.3 7 23.3

副教授 17 56.7 16 53.3

讲师 6 20 6 20

总人数 30 100 29 96.6

3.科研成果统计

(1)科研项目与经费

2022 年，中国史专业教师共承担纵向课题 15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2项，

省部级项目 10 项，校级项目 3项。（见表 5）

共获得纵向科研经费 58.4 万元，人均到账经费 1.95 万；人均课题 0.5 项。

表 5 2022 年承担科研项目

序号 名 称 作 者 备 注 级别
经费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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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西民间信仰壁画调查与研

究
侯慧明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国家级 20

2
河东裴氏谱系形成史论

刘丽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
国家级 25

3
河东裴氏谱系变迁及家风文

化传承研究
刘丽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
省级 1

4
国家治理视角下元代山西中

镇祭祀研究
温旭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
省级 1

5
元朝晚期政局演变研究

（1328-1370）
温旭

山西师范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校级 1.5

6
新时代洪洞“根祖文化”研

究
夏文华 山西省重点智库项目 省级 3

7
天龙山石窟历史文献资料的

调查、整理与研究
霍斌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
省级 1

8

师范认证背景下过程性评价

在学生教学技能培养中的应

用研究

贾亚宾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

五”规划
省级 0.4

9
山西石刻遗存与地域文化建

设
王玉来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
省级 1

10
北京清代蒙古王公府第调查

与研究
刘维栋

山西师范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校级 1.5

11

山西历史文化遗产在大学生

中的认知情况调查 胡炜霞

省、市、自治区社科基

金项目：山西省重点智

库项目

省级 2

12
晋陕大峡谷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文化遗产文旅开发利用
胡炜霞

学校社科项目：2022

年产学研项目
校级 1

13
晚清省级词讼积压与治理研

究（1800-1912）
冯永明

山西省高等学校科技

创新项目
省级 0

14
山西中镇霍山信仰研究

刘宝峰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

社会科学项目
省级 0

15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

管理高等教育学生的就业需

求调查及响应措施

胡炜霞

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山

西省教育科学“十四

五”规划 2022 年课题

省级 0

(2)学术论文、著作、获奖成果统计

2022 年，中国史一级点在各类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32 篇，其中 CSSCI 来源期

刊 5篇，核心期刊 3篇。出版专著方面，共计 9部。科研奖励方面，共获得各类

奖励 4项。其中，省部级 4项，三等奖 3项。

表 6 2022 年论文发表汇总表

序

号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发表时间

1 胡炜霞
黄河中下游旅游效率评价及影响

因素分析

干旱区资

源与环境

北大核心，

CSSCI
2022.06

2 张九玲
俄藏西夏文《五十颂》考释——兼

论西夏的偈颂
文献

北大核心，

CSSCI
20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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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霍斌 中国古代砒霜的知识史 人文杂志
北大核心，

CSSCI
2022.02

4 李常宝
1940-1943 年间国民党南太行游击

区研究

军事历史

研究
CSSCI 2022.01

5 孙宁 户贯与唐代国家治理

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

资料

CSSCI 2022.05

6 侯慧明 水陆法会的发展与演变考 法音 2022.06

7 侯慧明 任继愈先生对山西佛教的贡献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8 曹春婷
经验与教训：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上

海药业友谊会的动员与实效

工会理论

研究
2022.04

9 曹春婷
退却或参与：民国山西防疫实践中

的中医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10 郭玉刚 文士与勇士：陈子龙的诗与仕 解放日报 2022.02

11 韩帅 宣大总督与明蒙“贡市”的维持
地域文化

研究
2022.11

12 温旭
也谈元朝皇帝御赐宸翰的历史活

动

蒙古史研

究
2022.03

13 夏文华
煌煌晋国六百载 春秋兴衰廿万

言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14 王大宾
地方认同视野下的清代晋东南豫

西北关系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15 张九玲
俄藏 103 号藏传西夏文“学品”释

读
西夏研究 2022.08

16 贺文乐

走向社会主义高潮：高级社在基层

社会的实践——以山西省壶关县

为考察中心

聊城大学

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2.03

17 贺文乐
“四清”工作队的基层运作机理—

—以山西省偏关县为例

晋中学院

学报
2022.06

18 贺文乐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反“蚕食”斗争

的策略与实践——以蒲阁寨围困

战为例

军事历史 2022.11

19 贺文乐
晋西北地区抗灾救助述论

（1949-1956）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20 霍斌 唐以前砒霜入药说质疑
中医文献

杂志
2022.04

21 霍斌 武则天故乡是并州文水再研究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22 雷鹄宇
从国家结构角度看春秋早期的曲

沃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23 仝建平
从地域文化图书出版看近 40 年山

西文化发展

商务印书

馆
2022.11

24 仝建平
《晚夏殷商八百年》：一部较为清

晰的早期中国叙事史
山西晚报 2022.10

25 李常宝
合作抗战难以为继：1940 年五战

区第九游击纵队潜山起义述论

安庆师范

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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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李常宝 中共大青山抗日游击战述论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27 杨学勇
冯玉璋捐献《赵城金藏》档案的整

理与分析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28 刘维栋 清代内札萨克诸部驻京王公稽考 满学论丛 2022.04

29 谢耀亭
略论德与宗族之关系——以晋国

郤氏、栾氏、赵氏宗族为例

邯郸学院

学报
2022.03

30 谢耀亭 早期晋都考论
晋学研究

（第二辑）
2022.11

31 孙宁 唐代普通民户的户绝

中国古代

法律文献

研究

2022.02

32 张祥明 忆先师

《中国政

治思想的

反思者-刘

泽华先生

纪念文集》

（追忆卷）

2022.08

表 7 2022 年出版专著汇总表

序号 书名 作者 书号 出版社
出版

时间

1

往事撷英：太行古村

落和散落其间的红色

往事

李常宝 9787203120889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

2

元惠宗时期山西地区

察罕帖木儿军政集团

研究

温旭 9787545725131 三晋出版社 2022

3
诗经故里:绛山浍水

区域传统村落

上官定

一
9787203121145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

4
九合诸侯：晋国历史

与文化
谢耀亭 9787100206273 商务印书馆 2022

5

身心之所：太岳山脉

古村落选样调查与研

究

杨学勇
9787203120063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

6
周流天下：平阳商人

的历史发展
鲁靖康 9787545724295 三晋出版社 2022

7
骏足开先：明清平阳

商人中的杰出人物
李常宝 9787545724295 三晋出版社 2022

8
奕世清芬：平阳商人

家族研究
冯永明 9787545724295 三晋出版社 2022

9
碣石可鉴——平阳商

人碑刻资料初编
仝建平 9787545724295 三晋出版社 2022

表 8 2022 年获奖汇总表

序号 成 果 姓名 获奖名称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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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物•仙药•医药：中国古

代蝙蝠的食用研究

霍斌 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2
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

晋南北朝社会

张焕君 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3

山西省 3A 及以上旅游景

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

分析

胡炜霞 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三等奖

4 7-10 世纪苏州发展研究 刘丽 山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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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科研支撑

中国史专业各方向中，专门史设立最早，2004 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扶持

学科。2012 年获批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亚洲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在中国史学位点的建设过程中，始终紧紧围绕晋国史、地方史，努力构建晋学学

科，引进相关人才，购置所需图书资料，明确研究主题，加强对山西历史文化的

研究深度与广度，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令人欣喜的研究成

果。

首先，聚焦特色优势的同时拓展研究范围。晋国史是本专业的传统优势，但

是因为时段上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对于秦汉至民国乃至近代两千年间

的山西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也很有必要拓展。近年引进众多优秀

人才，也为这一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经过反复讨论，多方协调，凝练了多个研

究方向，确定了在保持晋国史研究优势的同时，扩大研究视野，形成贯通山西历

史文化的“晋学”视野。

团队研究方向已经基本完成向“晋学”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方向凝聚，在科

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坚持“立地”优势，充分利用地方文献，研究区域问题，

不搞大而化之的学问，不走不接底气的老路。事实表明，无论从研究生的毕业论

文写作上，还是就业、考博、社会评价上，都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增强研究力量。集中中国史力量联合学校地理学、

艺术、民俗、文学等方面相关人才，学科交叉组建了中华文明早期研究院，并申

请到了中华早期文明研究山西省文物局科研基地，集中先秦史研究力量，依托近

年陶寺等山西早期文明考古成果，结合传世历史文献开展中华早期文明研究，形

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2022 年，组织知名学者举办中华早期

文明系列讲座，中国史兼职硕导高江涛研究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报告（2012—2021）》。同时吸纳研究生开展相关学

术研究，目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主要围绕晋学展开，使其具有地利的优势，在

历史材料上创新性比较明显，同时结合社会学、考古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

确保了研究的整体水平提高，得到了评委专家的较高评价。为了加强山西抗战研

究，申请成立了山西抗战研究中心，2022 年与运城市党史办、临汾市党史办开

展较为深入的合作。

以专门史确定的“晋学”和区域历史与文化为研究重点，目前从事该方向研

究的教师人数最多，既有返校博士，也有外校引进而来的，都对山西深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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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着迷，都愿意结合博士研究课题，成为晋学研究的一份子，这批生力军

头角崭露，在高级别学术论文、专著、国际社科基金、教育部项目、省级优秀成

果奖等方面，全面开花，成果颇丰。

再次，创办学术刊物，加强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为加强晋学研究，凝

聚团队，形成平台，2021 年创办以书代刊的《晋学研究》，聘请全国知名学者

20 余人作为编委，已经出版第一辑，2022 年出版第二辑《晋学研究》，并与中

国知网合作，全部文章上中国知网，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通过鼓励、资助团

队成员参加各类相关学术会议、外出研修，可以有效凝聚方向，提高水平。更重

要的是，还要自己主动宣传，集思广益，才能受到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与中共

临汾市委宣传部合作，协助编辑《晋学研究》副刊《晋国文化》，学术研究与大

众文化科普结合，雅俗共赏，积极宣传弘扬山西优秀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凝聚文化认同，让优秀传统文化滋润现代文明生活，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

清华大学历史系、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等海内外研究机构联系密切，按期

交换学术刊物。

第四，加强软硬件建设，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注重教学实习基地建设，重视

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与学术交流，已与翼城县、霍州市、安泽县、侯马市、浮山县、

河津市等地政府以及晋国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山西省考古所等专业单位合作，

建立长期实习基地。在硬件建设上，研究生专业课授课教室由研究生学院统一安

排，完全能满足教学需要。同时，我院建设有晋学博物馆、山西文物陈列室，收

藏各种文物 900 余件，并与晋国博物馆、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院建

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作为研究生的实习基地。山西地方文献资料中心，收藏历

代府州县志 2000 余种。各专业方向导师还经常带研究生开展田野调研，培养了

研究生实地调查研究的能力。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学校图书馆购买了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读秀学术搜索、平阳文化文献资源平台、中华再造

善本库网络期刊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中国近现代报刊数据库，我院现

有山西地方文献资料中心、专业期刊阅览室、中国传统典籍阅览室，拥有专业图

书 4万余册，各种电子图书 200 多套，期刊 60 余种，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完

全可以满足学生的相关需求。

有了坚实的软硬件条件，社会服务能力更加强大。2022 年 9 月 5 日至 7日，

由中共霍州市委、霍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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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此次论坛，五镇专家、代表及全

国各地的学者齐聚一堂，以镇山文化为主题，进行研讨。来自山东临朐县、陕西

陇县、浙江绍兴市、辽宁北镇市的五镇代表共同论证了五镇联合申遗的实施方案，

并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湖南大学、苏州大学、

武汉大学等国内知名研究机构、高校的著名专家，围绕镇山文化展开了三场研讨。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与地方政府展开合

作的又一范例。我们还先后为襄汾县、乡宁县、翼城县、永和县、晋城市、洪洞

县、浮山县、河津市、曲沃县、新绛县等地就当地文化资源组织论证；为侯马电

视台录播为期一年的《国学堂》栏目，并担任策划，为山西电视台文化栏目主讲

《晋国史》；通过《山西档案》的平台，为宁武县、长子县组织文化专栏；通过

与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合作，编写《九合诸侯：晋国历史与文化》，与党史办

合作编撰三卷本《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1926-2012）》，与文化局合作编写三

卷本《平阳商帮》，为临汾市国税局等单位宣讲国学，不胜枚举。但我们始终明

白，学术资源必须有效转化，高校必须参与社会文化建设，发挥积极功能，才能

增强学术的影响力。在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与研究中，研究生都积极参与其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5.奖助体系

自 2013 年起，本学位点研究生开始普遍享有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2014

年以后又增加了国家学业奖学金。为此，专门制定《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成果

认定办法》，实行代表作制度，参考研究生平时思想政治表现、学习成绩、社会

服务综合评定，并成立专门的评定奖助学金委员会，集体评定，保证公平、公正、

公开。

2017 年始，又设置研究生“三助”岗位，分为助研、助教和助管三类岗位，

并为学生提供“三助”津贴。助研津贴主要通过导师科研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列

支，具体经费根据劳务量确定；助教津贴和助管津贴则由学校承担，每月每生

500 元。

奖助水平（包括总金额、分项目金额、经费来源等），中国史研究生奖助学

金主要包括：

国家奖学金，每年 20000 元；

国家学业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分别为 8000 元、6000 元、4000 元；

国家助学金，每年 6000 元。上述经费均为国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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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助体系覆盖情况（包括辐射学生数及占比、人均金额等）：

国家奖学金覆盖占比近 2%，每年有 2人或 3人获得，人均 488 元。

国家助学金覆盖占比为 100%，全部学生都有，人均 6000 元。

国家学业奖学金覆盖占比为 66%，人均 3600 元

表 9 2022 年中国史研究生奖助学金情况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国家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2 1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2 16 29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2 13.2 44

（三）人才培养

一个学术团队的成长，离不开明确的发展目标，切实的发展计划，更需要持

久的耐心，稳定的团队。同样，作为一个以人才培育为目标的学术团队，不仅需

要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更需要在学生培养方面倾注心血，有稳定有效的制

度，有明确务实的目标。中国史学科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为目标，同时突出地方

区域文化研究，这样的研究目标，不仅用于教师队伍的引领与建设，也适用于研

究生培养的方方面面。

1.招生选拔

本学科的生源主要来自省内二本、三本类院校，如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

院、太原师范学院、大同大学、长治学院、忻州学院、吕梁学院等地方院校。生

源以历史学本科生为主，每年也会有非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被录取到本专业。此外，

研究生学院每年会为学科推荐 1－2名本院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为保证生源质量，学校以及学院积极通过网络、海报以及到各地实地宣传本

学院的科研教学力量，提升本学科在省内及国内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二本以上学

生报考我院研究生。

我校与省内相关高校签订研究生招生与培养合作协议，加大招生宣传力度，

并聘请了一批省内有历史专业但无硕士点的高校学术带头人为兼职导师，有效的

扩大了我校在省内高校硕士生招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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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科目为英语、政治，以及主要内容为中国通史的专业课。未来将严格按

照国家政策要求，遵守研究生学院下发的试题命题要求，成立专门的命题小组，

直接命题人员签订保证书，严格保密。命题注重质量，命题范围基本上覆盖了中

国通史的基本知识点，突出考察学生运用历史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试题难

易适中。

2.思政教育

（1）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马克思

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为公共基础课，共 3个学分，由马克思主义专业教师

负责授课，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具有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均选派具有高级

职称的优秀教师授课，效果良好。

（2）课程思政

中国史在培育学生专业知识、人文素养、家国情怀、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特征

鲜明。为研究生设置《中国近现代史专题》、《国学概论》、《山西通史》等课

程，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重点课程思政建设课程，全方位贯彻思政教育，落

实立德树人任务，大力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元

素，讲深讲透，使学生加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解，

自觉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使学生家国情怀感更强。

开展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培训，提高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点的挖掘能

力；建设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汇编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点；组织中国史团队积

极参加“课程思政微课比赛”。

（3）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研究生政治辅导员的任职条件》、

《山西师范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工作规定》、《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校、院

（所）两级管理体制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中国史三个年级配备 3名辅导员，

其中一名专职辅导员，2名兼职辅导员，要求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并有爱心和责任心；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要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关的专业技能，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的

工作规律；要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能遵守岗位规定；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品行端正、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原则上应为中共党员，学历为研究生以上或者

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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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定期进行培训，学习党的理论和学生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举办辅导员素质大赛，每学期进行考核，建立《辅导员工作手册》要求对平时的

工作进行记录，将班级管理、学生谈心、思政教育等工作细化和规范化，辅导员

队伍整体水平比较高，学生比较满意。

（4）研究生党建工作

研究生专门建有研究生党支部，严格按照党支部工作条例召开“三会一课”，

认真执行学校及学院党委下发的各项任务，每年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

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工作在支部顺利完成，积极发展入

党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严格考核程序。

在有效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方面，党支部主要实行

了以下有效措施。1.实行党员帮扶措施。党员带头帮扶困难同学，特别是对个别

思想焦虑抑郁的同学进行重点帮扶，一方面从学业上帮助同学完成学位论文，减

轻其焦虑和抑郁，另一方面从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帮扶生活困难的同学，积

极协调同学之间的矛盾等等，总之“有困难找党员”，成为班级的一条铁律，彰

显着共产党员的崇高荣誉，对于班级和谐稳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党员带头组

织“文渊杯”学术论文大赛，所有研究生党员必须撰写论文，发挥积极的带头作

用，在历次“文渊杯”学术论文大赛中党员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3.在支部

加大党性宣传教育，营造你争我敢的良性竞争氛围，培养进取的劳模精神，形成

以吃大锅饭为耻、以安逸躺平为耻的观念。经过一系列努力，充分调动起了支部

党员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了支部党员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切实践行了支部

党员在班级中的主导核心功能，一系列成就有效阐释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先锋模范作用。

3.课程教学

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外、专业方向课和

专业选修课，完成 34 学分。此外，还需要通过参与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

获得相应的社会实践学分，至少修满 36 学分始可毕业。

2021 年对培养方案进行了重新修订，2022 年得以执行。与旧方案相比，新

方案在保障山西历史文化类、地方文献类课程主导地位的同时，专业基础课增加

《中国史史料学》，加强研究生史料认知、发现、辨识和利用的综合能力。专业

方向课增加《晋学研究》《国史专题研究》以充分利用山西省内历史文化资源丰

富的突出优势，提高学生相关应用和研究能力，同时加强抗战史、国史和党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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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对部分专业选修课程进行了调整，增加专业选修课至

20 门，并将选课时间从两学期延长到三学期，保障学生的学习、消化时间，同

时也照顾到不同学生的兴趣差异，为学位论文的顺利撰写奠定学术基础。

采取系统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实行导师负责

和硕士点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对二年级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考核

标准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好；修满课程总学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合格。中期考

核合格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写、论文外审、答辩，所有程序皆通过，并发表一篇

规定要求的学术论文，同时完成社会实践，且无违纪行为，方可认定完成研究生

培养任务，授予学位证和毕业证。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所有课程都能积极体

现教改要求，主动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将课堂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将通史教

育与区域历史研究相结合，实现教研一体，突出专业特色，努力将学生培育成既

有专业学术素养，又熟悉地方文化，并能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合格人才。

教学采用课堂讲授、自学、讨论与实践相结合方式。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

积极性，开展多样化课堂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研究创新精神；课后建立研究生

读书报告制度，学生应在导师的帮助下，详细制定每学期的读书计划，写出读书

笔记，定期向导师汇报读书内容、体会与收获；举办“平水论坛”、“山右历史

讲坛会”，“文渊杯”学术论文大赛，鼓励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讨论，

鼓励研究生参加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研究，参加田野调研，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

会议，学院给予经费资助。

研究生课程教学注重全过程督导，从教师素质、备课、上课、课后训练全过

程严格督促引导，整体上实现了师生互动、教研结合，学生对教学质量比较满意。

首先严格教学常规管理，狠抓教学秩序。常规教学管理中的“六个环节”，即对

“计划、备课、听课、作业、反馈、考查”实行严格管理，定期检查，规范教学

管理行为；其次，加大随机听课的力度，要求学术委员会深入课堂听课检查，重

点检查教师的教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检查学生学

习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课程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综合能力等；再次，定

期组织学生及研究生导师举办座谈会，全面了解课堂和课程教学的详细情况以及

课后学生培养的具体情况；第四，严格执行督导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将督导发现

的问题向各导师及学生反馈，及时解决问题。第五，举办研究生学习谈心会，邀

请教师代表和学生参与，就某一主题展开讨论，达到师生相互了解、沟通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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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协同解决的教学目的。

表 10 中国史专业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

分
学期 授课教师 职称

1 史学理论与方法 专业基础课 3 1 刘丽等 副教授

2 国学专题 专业基础课 3 1 侯慧明等 教授

3 山西通史 专业基础课 3 1 谢耀亭等 教授

4 中国史史料学 专业基础课 3 1 霍斌等 副教授

5 中国学术史 专业基础课 2 2 王惠荣等 教授

6 中国史学术前沿专题 专业基础课 2 2 指导组 教授、副教授

7 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 专业方向课 3 2 杨学勇等 教授

8 晋学研究 专业方向课 2 2 谢耀亭等 教授

9 文献学研究专题 专业方向课 2 2 仝建平等 教授

10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专业方向课 3 2 王惠荣等 教授

11 国史研究专题 专业方向课 2 2
上官定一

等
讲师

12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专业方向课 2 2 夏文华等 副教授

13 西夏学 专业选修课 2 3 张九玲 副教授

14
山西碑刻文物调查与研

究
专业选修课 2 3 侯慧明 教授

15 石刻史料与社会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王玉来 讲师

16
山西地方文献收集与利

用
专业选修课 2 3 仝建平 教授

17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专业选修课 2 3 张祥明 副教授

18 古文字与出土文献 专业选修课 2 3 谢耀亭 教授

19 考古与文物 专业选修课 2 3 畅海桦 副教授

20 清代家族与社会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冯永明 讲师

21 北部边疆与社会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韩 帅 副教授

22 山西抗战史 专业选修课 2 3 李常宝 教授

23 近代山西社会经济史 专业选修课 2 3 贺文乐 副教授

24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

究
专业选修课 2 3 夏文华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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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近代政治史 专业选修课 2 3 张 明 副教授

26 民国经济史专题 专业选修课 2 3 上官定一 讲师

27 中国近代都市文化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曹春婷 副教授

28 三晋文化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雷鹄宇 副教授

29 山西民间信仰与社会 专业选修课 2 3 霍 斌 副教授

30 河东区域社会研究 专业选修课 2 3 任艳艳 副教授

31 山西区域佛教 专业选修课 2 3 杨学勇 教授

32
山西古堡与大院文化旅

游
专业选修课 2 3 胡炜霞 教授

4.导师队伍的遴选与管理

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

一责任人。没有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导师的学术

水平、治学态度、自身素质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加强中国史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保证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专门制定导师遴选规定。内容如下：

（1）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政治素质好，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第二，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第三，有独

立的科研能力，具有稳定的科研方向，近五年，有发表在 1C 级以上刊物论文 3

篇以上；第四，有在研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第五，聘请外单位人员作为

我校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原则上其本人应有教授职称，并具有博士学位或已经

是硕士生导师,三年指导一位研究生。

（2）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审批程序

由硕士点负责人提名,申请者填写《申请培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况表》,

经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后，报研究生处。校硕士学位

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后提交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上报省学位委员会审

批。指导教师的审批工作一般在每年的上半年进行。

（3）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岗前培训

凡新聘任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进行岗前培训。其培训内容包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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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有关文件和规定；研习专业培养方案；明

确学位论文标准，研讨指导方略。具体的培训方式通过学习文件、观摩课程教学、

研讨等方式进行。培训时间一般在学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之日后的两周内

进行。培训结束时，必须填写“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前培训登记

表”，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指导教师每 3年复审一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停止或撤消导师资格：政

治素质和思想品德不合格；连续三年未招收到研究生；三年科研总考核不合格；

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指导教师的复审工作由学院提

出报告，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汇总，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4）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职责

导师的指导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

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本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这是进

入硕士生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由于硕士生自身学科背景、学术水平

的差异，引导学生熟悉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工作极为重

要。没有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研究状况的基本了解，不熟悉本学科的学术规范，

不会运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和解决问题，硕士生的学习和研

究就没有一个科学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习，提高其研究能力。引导学生熟悉本

学科或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的主要途径，是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学

习，把读书、思考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学术品

位和研究水平。具体到教学环节，每位任课教师要认真制定教学计划，教学计划

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要针对研究生的特点，采取多种方式组织教学。研究生

课程教学要以研究生为主体，充分调动研究生的参与意识，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

时，还可采用资料查询、专题讨论、社会调研等方式进行教学。研究生任课教师

上课前，必须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既要重视本学科基础知识，又要注重本学科

的最新动态。

（5）为提高研究生培养和管理水平，提高硕士生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责任心

和积极性，制订中国史专业导师管理规定：

第一，导师应掌握学生的平时学习及生活状况，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

第二，导师指导研究生，实行双向选择，经学院研究生学术委员会集体讨论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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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导师应认真完成各门课程，年终学院组织相关检查，以与学生及导师

个别座谈形式进行；

第四，导师应认真指导学生完成平时学业和毕业论文，定期与研究生会面，

指导督促研究工作；

第五，导师应指导并带领学生参加外出调研和学术会议；

第六，新晋升硕士生导师者原则上每年指导学生不能超过 1位，三年见习期

满，可根据所指导研究生质量予以调整；

第七，外聘导师，原则上三年带 1位学生；

第八，导师应积极指导学生发表学术文章，学生发表北大核心以上文章者，

学生奖励 300 元，导师奖励 500 元，经费从研究生培养经费中支出；

第九，导师应积极指导学生申请各类研究项目，申请获得省级项目者，学生

奖励 300 元，导师奖励 500 元；

第十，硕士研究生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者，导师奖励 1000 元；获得校级

优秀毕业论文者，导师奖励 500 元；

第十一，因人为原因，硕士生发生教学、科研等相关影响恶劣之事故者，按

照学校研究生管理办法处理，出现不合格“学位论文”者，原则上导师下一年度

指导研究生名额递减，情节严重者停招 1年。

5.研究生学术训练

传统历史学重视文献阅读，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以在专业训练中最注重

阅读与学术札记的写作。最近几十年，随着边缘学科的兴起，学术边界逐渐扩大，

尤其是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的交叉，使得历史学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就加

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中国史专业非常注重通过学术沙龙开展学术讨论，并建立了稳定的制度，积

极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项目研究。

首先，研究生入学前两年必须参加全校范围内至少十场学术报告，并统一发

放学术报告记录本，写明时间、地点、报告人、题目、内容、心得体会，中期考

核前统一收回检查。

其次，研究生导师为研究生开设导师课程，鼓励采取讨论式教学，主要介绍

学术前沿动态，采取问答讨论式。

第三，研究生必须参与学院博士论坛，特别是旨在阐发新观点、新方法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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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历史讲谈会”、“平水论坛”等学术活动。

第四，每学期为研究生举办 1次学术沙龙，学生自行组织，学院提供必要条

件支持。

第五，举办“文渊杯”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组织教师评阅，评选优秀论文，

颁发奖状、奖品。目前已经举办了七届。

第六，通过助研制度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研究项目，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各

类学术交流活动，并提交论文，与参会青年教师、研究生进行研讨。

第七，鼓励学生参与举办学术会议。2022 年与山西大学联合主办“山西省

大学生史学论坛”，研究生积极参与旁听、作会议记录、部分学生撰写文章参加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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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22 年中国史专业研究生发表重要论文不完全统计表

本学科点研究生在学期间代表性学术成果

序号
研究生

姓名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发明专利等）

获奖名称、等级及证书号，

刊物名称及 ISSN、检索号，

出版单位及 ISBN,专利授

权号

时间

1 李妮娜 山西吉县石窑店石窟调查简报 文物春秋 2022.06

2 张路遥 春秋时期赤狄东山皋落氏迁徙考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04

3 张慧 清代民国太平襄陵商人家族家风研究 文史月刊 2022.01

4 赵泽州 丛林毓秀：山西沁水榼山大云寺史考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2.09

5 郑志凯
经验与教训：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上海药

业友谊会的动员及实效
工会理论研究 2022.04

6 侯琪
1949-1952 年小学教育师资建设的地

方实践—以山西省壶关县为例
大众商务 2022.01

7 侯琪
走向社会主义高潮：高级社在基层社会

的实践—以山西省壶关县为考察中心
聊城大学学报 2022.03

8 张飞
明洪武八年刑、工二部“增立四科”诸

说考论
新乡学院学报 2022.02

6.研究生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方面，规定导师必须积极支持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如暑

假的学术研习营、学术大讲堂。

此外，我院部分导师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不定期进行论证会，学院主

办本专业全国规模学术会议，学院以及部分导师与校外进行横向合作举行的项目

讨论会，均要求研究生必须参加研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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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2 年中国史教师在国际、国内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情况

序

号

报告人

员姓名
会议名称

会议

类型
会议时间 报告名称

1 曹春婷
首届汾河流域社会历史与环境

变迁学学术研讨会

国内

会议
2022.10.6

退却或参与：民国

山西防疫实践中的

中医

2 王惠荣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学术变迁
国内

会议
2022.8。17

清代湖州学术群体

研究

3 杨学勇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浅析霍州千佛崖摩

崖造像

4 仝建平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霍山中镇庙建文碑

探微

5 谢耀亭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商周时期霍山的地

位略论

6 侯慧明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霍山神信仰及祭祀

考

7 温旭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元代霍山中镇祭祀

研究

8 张九玲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疑伪经文本构成的

复杂和奇特

——从金藏广胜寺

本《五天使者经》

谈起

9 雷鹄宇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霍太山三神竹中

朱书》札记二则

10 霍斌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唐朝开国中霍邑之

战的史事考证与历

史记忆

11 刘维栋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清代中镇霍山祭祀

探析

12 王玉来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中古时期的霍氏与

霍州

13 刘宝峰 中国镇山文化高层论坛
国内

会议
2022.9.5-9.7

民族共同体视域下

的中镇霍山信仰探

析

14 鲁靖康
第二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

的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

国内

会议
2022.7

色楞额之死与晚晴

新疆的抚军之死

7.学术论文质量

在学术论文方面，通过多种鼓励措施，激励学生撰写学术研究心得，并在此

基础上，反复修改，形成学术论文。中国史研究生外审全部合格，答辩全部合格。

论文盲审方面，每篇论文送审两位外校专家：2022 年研究生盲审 9 名，均

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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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2022 年中国史专业研究生抽检论文盲审情况汇总表

序号 学生 论文名称 盲审结果 1 盲审结果 2

1 文一琳
运城地区北朝时期佛像造像碑的调查与研

究
良好 良好

2 任景琪
俄藏西夏文《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六、二十

七译释研究
优秀 合格

3 田晓悦 牙齿与中古社会 良好 良好

4 郑志凯
民国上海国药业资方群体的社会关系网格

研究
合格 良好

5 侯琪 壶关县农村粮食统购统销研究（1953-1957） 优秀 合格

6 张凯红 黄埔同学会研究（1926-1930） 优秀 良好

7 郑洋洋 三元结构视域下的北朝平城变迁研究 良好 良好

8 赵泽州 晋城地区清代佛教研究 良好 良好

9 张媛
农业合作化时期襄汾县农村妇女日常生活

研究
优秀 良好

8.质量保证，分流淘汰

参照研究生学院制定的开题报告及中期考核文件要求，中国史专业制定了详

尽的开题报告及中期考核制度，一直严格执行，情况较好，保证了研究生培养各

环节的质量要求。

（1）规定第四学期开始的 3 月初进行学位论文开题，开题前须有研究生提

交规定格式的开题报告（具有独立搜集和综合分析资料的基本能力；选题合理，

能掌握与本选题有关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动态，学术思想清晰；研究方案可行）、

导师同意并签字，硕士点负责人审核同意，开题需要以 PPT 展示汇报，导师组进

行提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合格者之后根据导师组所提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提

交正式的开题报告并存档；不合格者在 5月中旬进行第二次开题，程序同前；再

不合格者建议延期毕业答辩。

（2）第四学期期末的 6月份进行中期考核，须是第一学年所有课程合格（包

括补考、重修），修满规定学分，政治思想方面合格，已经开题，按照研究生学

院中期考核文件要求，材料齐全，格式规范，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合格者正式进入

学位论文撰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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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据研究生学院规定，科学区分中期考核优良中差等级，比例合理，

近 5年尚未出现开题及中期考核不合格者。

9.学风教育与管理服务

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及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毕业论文学术不

端认定办法（试行）》、《山西师范大学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办法（修订稿）》。

根据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制定了《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学术不端处理办法》。为

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统一学术规范，制定了《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格

式规范》，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也非常严格。

研究生学院制定有较为全面的管理制度，包括招生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

科研管理制度等，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保证良好的教学科研秩序。为保障学

生权益，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制定了《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权益保障

制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生申诉制度》。

为了解学生对学校、学院在科研、教学、生活上的满意度，研一到研二两年

间，每学期发放一次满意度调查表，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需求，为下一步

的改进与提升提供数据支持。

表 19 中国史专业优秀毕业生举例

姓名及

本校获得

的最高学

位及时间

优秀毕业生简介

张 磊
硕士

（201607）

2019 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1 年，《辽代西

京道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的多元文化审视》发表在《农业考古》

刘宝峰
硕士

（201607）
2016 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张仰亮
硕士

（201607）

2016 年进入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1 年，《1921—1927

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政策研究——以上海党组织为中心》发

表于《党的文献》

吕晓斌
硕士

（201607）
2016 年进入西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武俊杰
硕士

（201607）

2018 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5 年，《略论清

代护票》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

吉 莉
硕士

（201907）

2019 年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河东大族的家教

与门风研究”获得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创新项目立项

吉 莉
硕士

（201907）

2019 年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河东大族的家教

与门风研究”获得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创新项目立项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47&CurRec=1&recid=&FileName=NOSE202105011&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47&CurRec=1&recid=&FileName=NOSE202105011&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7&CurRec=2&recid=&FileName=DANG20210301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X2021;&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47&CurRec=2&recid=&FileName=DANG202103015&DbName=CJFDLAST2021&DbCode=CJFD&yx=&pr=CJFX2021;&UR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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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艳
硕士

（202007）

2020 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0 年，《明洪武

《平阳志》探赜》发表于《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王超宇
硕士

（202107）

2021 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0 年《村庙与众

生:清朝代州村庙修缮与村落生活的互动》发表在《安徽史学》

裴 磊
硕士

（202107）

2021 年进入山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20 年，《《明史》中

汾州郡王朱济炫记载存疑商榷》发表在《吕梁学院学报》

党志勇
硕士

（202007）

2021 年进入河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9 年，《不断革命与

阶级重塑:1960 年的“平陆事件”》发表在《广东党史与文献

研究》

雷珂
硕士

（202207）
2022 年进入河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0.就业发展

中国史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一般有三种类型，即协议就业、灵活就业、升学。

其中灵活就业的学生未能在毕业当年找到合适工作者一般会先找临时工作就业，

主要任职于私立学校或者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准备考公务员或者参加各地的学校

入职考试，一般在毕业第二、第三年都会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

根据我们对用人单位及往届毕业生的调查，中学性质用人单位在肯定既有成

绩的同时，也希望学院在基础知识方面使用的教材要与现代教育接轨，在专业知

识之外，要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管理能力、开拓能力、组织能力、演

讲能力的培养，这样就业优势才能更明显。统计结果表明，80％以上的用人单位

对学院的教育、教学服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所输送的毕业生在日常工作表

现以及服从工作安排等方面都很满意，总体评价为良好。

2022 届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97.72%，灵活就业占 50%，协议就业 45.45%，升

学 1人，未就业 1人，毕业去向主要为各级各类教育部门。

（四）服务贡献

中国史学科将紧紧围绕晋国史与地方文化两大特色内容，从多学科、多层面、

全方位的视角出发，加强对山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系统性，努力构建

独具特色的地方学研究学科——晋学，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重要

影。中国史结合学科传统研究优势和山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优势，将

晋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在推进科研、培养人才的同时，加大地方服务的力度，

大力支持地方文化事业。与市县政府全力合作，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品味，

助力城市发展，与临汾市政府合作开展平阳商帮研究出版四卷本《平阳商帮研究

系列丛书》分别为《平阳商人的历史发展》、《平阳商人家族研究》、《明清平

阳商人中的杰出人物》、《平阳商人碑刻资料初编》该套丛书展现了明清五百年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1&CurRec=6&recid=&FileName=TSGY201906019&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71&CurRec=6&recid=&FileName=TSGY201906019&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TSGY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RedirectPage?sfield=FN&v=JuHziX_jvwctgwljei2gJFIuB9E9xHnPj3XSeGQJDa_4OVci4nKuOIWGoi-uwKBI-YvdPi4iFed6GvddkGWpSiqwpofSAJqL-1PGGOYtear7KGiwvDsoCcOrtU3V2M75&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RedirectPage?sfield=FN&v=JuHziX_jvwctgwljei2gJFIuB9E9xHnPj3XSeGQJDa_4OVci4nKuOIWGoi-uwKBI-YvdPi4iFed6GvddkGWpSiqwpofSAJqL-1PGGOYtear7KGiwvDsoCcOrtU3V2M75&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74&CurRec=34&recid=&FileName=LLXK202004011&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CJFR2020;&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74&CurRec=34&recid=&FileName=LLXK202004011&DbName=CJFDLAST2020&DbCode=CJFD&yx=&pr=CJFR2020;&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83&CurRec=9&recid=&FileName=GDDS201903010&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CJFX2019;&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383&CurRec=9&recid=&FileName=GDDS201903010&DbName=CJFDLAST2019&DbCode=CJFD&yx=&pr=CJFX2019;&URLID=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DS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G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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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阳商人纵横商海的风貌英姿，对晋商文化研究乃至晋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与

临汾市政府合作出版《九合诸侯：晋国历史与文化》，对晋国史研究乃至晋学研

究进一步深化；中国史也特别关注古村落的研究与保护，陆续编撰 10 部《山西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丛书》，2022 年出版《身心之所：太岳山脉古村落选样调

查与研究》《诗经故里:绛山浍水区域传统村落》《往事撷英：太行古村落和散

落其间的红色往事》系统梳理了翼城的人文、自然、古迹，将地方文化的面貌整

体呈现出来，为当地的文旅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中国史晋学团队应邀为

山西省图书馆、临汾市博物馆举办山西地方文化讲座。

依托晋学团队中山西宗教研究团队并联合山西师范大学其他相关学科人才

优势，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所，一方面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加强现

实宗教工作问题研究。与山西省统战部合作每年针对全省宗教发展情况提供出一

份高质量咨询报告。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位点目标定位比较准确，方向凝练，特色比较明显，师资力量雄厚，

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和科研管理严格规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学科带头人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史学科整体师资力量比较强，但

仍然需要不断强化导师队伍建设，在年龄结构、职称梯队等方面进一步合理化，

更加周密地制订年轻教师成材计划，加大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力度，争取让他们早

日成为专业领域中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学者。要更加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使学科带头人在全国更加具有影响力。

2.科研平台水平和层次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史拥有山西省重点研究中

心“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和山西省文物局研究基地——“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院”

以及校级的“山西抗战研究中心”，缺乏部级以上重点研究基地，需要集中力量，

进一步加大科研平台的建设力度，提升学科实力和科学研究水平，争取在标志性

科研成果和横向科研项目方面实现较大的突破。

3.科研服务地方社会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

重要需求开展社会服务，需要进一步加深与政府部门、文化类企事业单位的深度

合作，在梳理地方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加大挖掘开发地方文化建设资源，为

山西乃至全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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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目标

在未来五年间，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培养一支专业方向明确、科

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在晋学研究方面能推出一批标志性成果，能产生若干个在

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使晋学研究不仅成为本学位点的重点与亮点，而

且能够成为推动整个中国史发展的发动机，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领域全面

开花。

（二）持续改进计划

1.师资提升方面：优秀的教师团队是学术发展的基石，也是学术水平的最好

展现，但是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如学有专长、在学界有一

定声望而且具有领导力的学术带头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足够长的发展时间，充分的后勤保障。只有这六个条件都

具备了，才能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同行的认可。

为此，未来五年间，就必须加大师资引进和培养力度，外部引进与内部培养

双管齐下，培本固元的同时，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迅速提升团队实力，此其一。

其二，以晋学作为中国史的主要发展方向，上自先秦，下至明清民国，以山西区

域历史文化作为研究主体，凝聚团队所有教师的研究方向，力争在国家社科重大、

重点项目、高层次论文、重要学术专著、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等方面，实现较大突

破。

2.教学改革与实践方面：教师的研究兴趣与能力，除了转化为科研成果，更

直接的体现是学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成长。通过课程内容的改革、教学实践基地

的建设、学生直接参与导师的学术研究、组织研究生科研和论文竞赛、定期组织

旨在促进师生学术交流的“山右历史讲谈会”以及以晋学研究为主体的系列学术

讲座“平水论坛”等多种手段，实现学术传承，提高研究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广

泛的学术兴趣。

3.标志性学术成果产出方面：未来五年，在晋学与区域社会研究领域，深度

耕耘，实现重大、重点项目、高端研究论文、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等方面的突破。

4.研究方法与领域方面：传统历史学研究重视纸质文献的收集与阅读，在充

分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尤其是当多学科交叉研究已成学术突破的必要手段时，

必须在重视文献的同时，注重田野，充分应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

将田野调查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原来不受重视的史料，如现存的方志、家谱、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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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集、碑刻墓志、现存古迹、雕刻壁画，都将成为极其有用的宝贵资料，不断

开拓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

5.服务社会文化建设方面：过去的数年间，中国史学科在历史学院服务社会

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积累宝贵的经验与人脉，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项目，

初步形成一支能调研能策划能讲授的综合性团队。未来五年，这一方面还需要亟

需加强，在学校的智库建设、政策咨询报告提供、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传统文化

与三晋文明研究与宣讲等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提升学以致用的能力，为社会

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中国史学科历来重视学术交流，多次主办学术会议，

派遣教师外出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未来五年，这一惯

例还需继续保持，同时要更加重视与国际同行学者的交流，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撰写外文论著、合作展开项目研究等多种手段，提高教师与国内外学术接轨

的能力。

7.科研平台建设问题：晋学与区域社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科的优势方

向，未来更将成为学术突破的前沿，意义之重，不言而喻。未来三年，力争要将

其建设成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更好的凝聚学术方向，培养学术

骨干，使中国史学科成为特色鲜明的优势专业。

（三）保障措施

中国史学科一直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在学科建设上从教育部到省教育厅，

都给予了十分重要的肯定。2019 年被确定为一流专业建设点，获得 100 万元的

建设经费，2022 年学院高原学科受学校资助 200 万元，用于师资培养、科研、

教改及图书资料购置等建设，使本学科的科研实力、师资队伍得到迅速的提高。

学校又推出引进和培育人才的诸多优惠政策，为进一步引进高端人才和既有人才

的培养奠定了政策方面的保障。

学校下拨的科研经费之外，学院领导班子的长期重视与大力推动也十分重

要。我院现任院长、副院长都是博士、教授，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教学、

科研工作的规律十分熟悉，对山西地方历史文化也深有体认，这给本学科下一步

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本学科最近三年间刚毕业的博士，具有较高的科研热情与能力。这些教师的

专业方向分布在先秦到明清各个时段，涉及到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史、

文化史、宗教史等历史学基本研究领域，而且在地方文献、碑刻墓志、壁画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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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都各有擅长，这些都为团队的凝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晋学与区

域社会”作为未来重要发展方向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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