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601） 

 

适用专业：0601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060104 历史文献学、060105 专门史、060106 中国古代史、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060108 世界史 、060120亚洲文化研究、060121东北民族民俗学 

 

一、培养目标  

历史学是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为要旨的综合性学科。它与哲学、政治学、民族学、考古学、

社会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以

下简称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 

1．紧跟学术动态，大量阅读原始文献，通过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的系统训练，培养求真务实、勇于

创新的精神和独立的科研能力。 

2．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 

3．提升复合素质和组织能力，毕业时成为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史） 

2．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文献学、亚述学、古典学、埃及学） 

3．专门史（区域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思想史） 

4．中国古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史、明清史、历史地理、考古与文博） 

5．中国近现代史（晚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6．世界史（世界古代史、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 

7．亚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8．东北民族民俗学（东北民族史、东北民族民俗音乐文化史） 

 

三、修业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生源为 3 年制硕士生的全日制博士生最低修业年限为 3 年，非全日制博士生或生

源为 2 年制硕士生的博士生最低修业年限为 4 年；硕博连读研究生最低修业年限为 5年。 4年制博士生，

学习成绩优异，且在CSSCI以上级别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篇（其中1篇需为本学科专业期刊）以

上，已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及学院审核通过，可申请提前毕业，但最低修业年限



不得低于3年。 

 

四、培养方式  

1．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重点是以科研为主，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课程的学习首先围绕所在方向的前

沿性、体系性和理论性展开，在打开学生学识视野的同时，增强其判断能力。 

2．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第一责任人。博士生的指导应

服从博士生指导小组（参见附录）的领导，领导该小组的是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博士研究生指

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指导小组和导师，各司其职，层层监督，以求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博士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应在导师指导下确定研究方向和领域，制定培养计划，并由博士生指导

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备案。 

4．所有课程的学习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授课方式可灵活多样，一般应以学术研讨为主。 

5．博士生入学后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之后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开题报告与论文答辩

之间隔应该不少于一年。 

6．博士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1次，并提交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应至少

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学术论文 1 次，或在校内和学院内做公开做学术报告  2  

次；提倡联合培养，鼓励并创造条件资助博士生赴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访学、研修。 

7.实行博士生助教制度。鼓励无高校教学经验的博士生申请学校提供的助教岗位，配合指导教师做

好相关课程的教学与辅助工作。 

 

五、课程学习 

1.课程设置 

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60 3 秋季  

专业研究理论方法 60 3 秋季 导师团队开设 必修课 

专业前沿专题研讨 40 2 秋季 导师团队开设 

第一外国语 40 2 

第二外国语 40 2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课 40 2 

春季 

 

 

研究生院组织开设，每名

学生必须选择（2 门）4学

分课程 
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40 2 春季 各方向指导教师开设 



   2.考核方式 

凡博士生培养方案中开设的各门课程，都要进行考核。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或公开发表的论文，重点

是加强对博士生写作能力的训练。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其考核按百分制计算，60 分以上为合格。 

   3.学分要求 

每名博士生至少应修得 12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8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4 学分。 

 

六、学位论文  

撰写学位论文是培养博士生成长的关键环节。学位论文应该是在导师和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完成

的、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论文应能反映出博士生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功底和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的能力。学位论文研究阶段须经过指导小组的三次审查，审查程序严格按照《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博士学

位论文审查制度的规定》中的有关要求进行。 

1． 前期审查 

主要以开题报告为依据，审查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设计。重点审查：（1）学生是否在充分查阅相

关领域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对所在领域的国内外动态基本掌握；（2）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3）

研究计划的视角、方法、准备采取的理论依据、写作框架等方面的合理性；（4）是否清楚自己在未来的

研究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和可能取得的创新；（5）研究进度计划和阶段性成果等等，是否可行。 

审查时间一般不晚于博士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末；开题报告合格后，可进入撰写阶段。如果不合格，

则需要重新开题，两次开题的时间间隔必须不少于 2 个月。通过审查的时间与学位论文通讯评阅的间隔

不得少于 1 年。 

在学位论文正式撰写过程中，如果论文的正文与开题报告中的写作计划相差三分之一以上，则须重新

进行开题审查。  

开题报告审查小组成员名单，由指导教师提出并提交博士生指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方可组织开题。

开题报告会须在东北师大校内以公开形式举行。 

2． 中期审查 

主要以学位论文初稿为依据，审查学位论文的进展和完成情况。在中期审查之前，博士研究生应该至

少达到如下条件：（1）完成了不少于 2 次的学位论文进展报告；（2）至少在《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博士

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中规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3）完成并

提交学位论文初稿。 

中期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论文通讯评阅 4个月前完成。审查内容包括：（1）学位论文是否达到预期

目标；（2）通过考查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文字表达等，审查学位论文的规范性；（3）通过审查学位论

文结构、观点、方法和论证等，考查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指导小组进行中期审查论文初稿（涉



密或保密的学位论文除外）之前一周，报告前必须张贴海报，公布学位论文题目、报告人、指导教师、审

查小组成员、时间和地点等。如果审查小组认为论文初稿合格，该博士生应该准备进入后期审查阶段；不

合格者在半年后再次申请论文中期审查。  

论文初稿完成后，在送校外专家“盲审”期间，博士生指导小组需对拟答辩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进

行集体审查，审查不通过不得进入答辩程序。 

3． 后期审查 

后期审查主要以学位论文答辩为依据，全面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博士生需在答辩前2个

月提出申请，经学院分学位委员会预审批准后方可进行答辩。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前提是发表学术论文符

合《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学位论文答辩每年举行

两次，上半年在6月15日前结束，下半年在12月15日前结束。 

论文答辩须成立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各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提名、审查，并经学院教授委

员会审核通过，方可组成。答辩委员会由 5-7 人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 人。答辩委员会根据无记

名的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然后根据表决结果做出通过或者不通过的结论。未能通过者，应修改论文，并

再次申请答辩，两次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博士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修满规定学分，通过思想品德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

业资格，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关规定，达到我校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具体办法详见《东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注：本方案自 2008 级博士生起开始执行，其他年级博士生参照执行。 

 

 

附录——1：历史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和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1.  历史学科博士生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韩东育  

  委  员：  梁茂信   刘晓东   王晋新   曲晓范   张强 

              周巩固   赵轶峰   刁书仁    程舒伟 

2.世界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吴宇虹  

  成  员：  张 强   宫秀华   郭丹彤   李晓东             

3.世界中古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王晋新  

  成  员：  朱 寰   王云龙   张晓华   徐家玲  

4.世界近现代·美国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梁茂信 

  成  员：  于 群   李 晔   董小川   张扬 

5.专门史·东北民族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韩东育  

  成  员：  周颂伦   高乐才   刁书仁   邓 峰   苗 威 

6.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曲晓范  

  成  员：  程舒伟   刘景岚   权赫秀   胡赤军     

7.中国古代史·亚洲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赵轶峰  

  成  员：  王彦辉   王德忠   刘晓东   罗冬阳   韩宾娜   赵克生 

8.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指导小组  

  组  长：  周巩固  

成  员：  赵轶峰   董小川   韩东育   王邵励   董铁松 

 

 

附录——2：历史学科博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表 

 
专 业 研究方向 课程名称 类别 学时/学

分 

060101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周巩固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历史哲学 专业基础课 60/3 

  史学方法论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西方史学经典著作精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04 历史文献学 

李德山 东北地方古文献 中国历史文献学 专业基础课 60/3 
  中国东北史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中国东北地方文献学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05 专门史 

韩东育 东亚思想史 东亚思想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思想研究方法论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华夷秩序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高乐才 中国地方史 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 专业基础课 60/3 
  近代中日关系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40/2 
  中国东北近代史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周颂伦 日本史 日本史专题讲座 专业基础课 60/3 
  日本史研究动态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日本史文献概论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邓峰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 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近代东北亚文献导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冷战时期的美国与亚洲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06 中国古代史 

王彦辉 秦汉史 秦汉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简帛学导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秦汉社会史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王德忠 辽宋金元史 辽宋金元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辽宋金元史研究动态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辽宋金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赵轶峰 明清史 明清史史料学 专业基础课 60/3 
  海外明清史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明清史研究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罗冬阳 明清史 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学 专业基础课 60/3 
  明清史研究的学科传统和前沿问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明清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刘晓东 明清史 明清专业文献导读 专业基础课 60/3 
  明清社会史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15-18 世纪中日关系史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韩宾娜 历史地理 历史地理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历史地理文献导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历史人文地理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07 中国近现代史 

程舒伟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 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 专业基础课 60/3 
  中国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曲晓范 晚清民国史 晚清民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基础课 60/3 
  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史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晚清民国史文献学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权赫秀 近代中外关系史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晚清周边关系史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晚清对外关系文献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08 世界史 

宫秀华 西方古典学·罗马史 西方古典学·罗马史理论研究 专业理论基础课 60/3 
  罗马史前沿问题研究 专业理论基础课 40/2 
  罗马史文献阅读与分析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徐家玲 拜占廷与东地中海 中世纪东地中海文明基础理论 专业基础课 60/3 
  中世纪文献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中世纪民族与宗教文化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王晋新 世界文明史 文明史理论研究 专业基础课 60/3 
  前工业文明概论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早期西方文明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于 群 世界现当代史、美国外交

政策史 
美国外交政策史 专业基础课 60/3 

  世界史网络资源与数据库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美国外交政策史文献学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董小川 西方文化史 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基础课 60/3 
  美国文化史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李 晔 现代国际关系史 现代国际关系专题研究 专业基础课 60/3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美中关系专题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梁茂信 美国社会史 美国史学史 专业基础课 60/3 
  美国社会史前沿问题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3 
  美国社会史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20 亚洲文化研究 
赵克生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明清政治文化史 专业基础课 60/3 

  明清史料选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海外学者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060121 东北民族民俗学 
刁书仁 东北民族史        东北民族史研究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东北民族史国内外研究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东北民族史研究方法及文献学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苗威 东北民族史         朝鲜半岛古代史专题 专业基础课 60/3 

  东亚古族古国历史与文化专题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东亚古文献导读 专业方向选修课 40/2 

    注：专业指二级学科。每位导师申报三门课，类别为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方向选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