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学科建设情况、建设目标

1972 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亲手创立了吉林

大学考古学专业。在张忠培、于省吾、林沄、魏存成、朱泓、

赵宾福等一众学界前辈的接续引领下，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

蓬勃发展，已成为我国考古学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1981 年，该专业获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首批博士

学位授权点；2000 年，成功获批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并入选“211 工程” 学科建设项目；2005 年，入选“985 工

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7 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被

增补为国家重点学科。2017 年，吉林大学考古学入选国家“双

一流”建设名单，次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正式成立。2022

年，考古学专业再度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与北京大学

考古专业一同，成为国内高校考古领域的优势专业。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大力推进 “以

田野考古为基础的中国考古研究、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外国

考古研究、以学科交叉为支撑的科技考古研究、以出土文献

为材料的古文字学研究、以文物保护为导向的文化遗产研究、

以文化传播为己任的博物馆学研究”，在坚持“夯实基础、

突出优势、彰显特色、紧跟前沿”的学院发展基本原则下，

构建起 “中国考古、边疆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

化遗产、博物馆学” 六位一体的学术研究体系。其中，边

疆考古、古文字学等特色学科，以及生物考古这一新兴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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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始终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部分成果已接近或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同时，中国考古、外国考古等基础学科，和文

博遗产这类应用学科，也底蕴深厚，发展态势良好，新生力

量不断注入。

在科研创新方面，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深入推动自然科学

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指引，积极建设一流的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跨学科创新

平台。凭借这些平台，产出了一系列在国内外考古领域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显著提升了学科在世界考古学界

的影响力，使边疆考古、生物考古、古文字学等特色研究领

域率先迈向世界一流水平，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人才培养上，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不断优化跨学科创新

人才培养的规模与结构，整合相关支撑学科的优质教学资源，

为国家考古文博领域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此

外，还着力建立完善的同行评价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依据

学科发展趋势，积极引进和培养极具潜力的学科领军人才与

青年学术骨干，致力于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创新型科研队伍。

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层面，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充

分发挥在古文字、高句丽渤海、生物考古学等领域的专业优

势，在国家国土安全、英雄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一带一路”

倡议等领域的重大决策咨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 “全

球健康史计划” 和 “东北亚地区史前黑曜岩走廊计划”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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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国际合作项目，实施开放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学科

的国际学术地位和声誉，开创了国际交流的崭新局面。

（二）学术学位布局情况及优势特色

吉林大学考古学已具备了本、硕、博贯通式的人才培养

体系，形成了立体化、高起点的学术学位布局。将在现有基

础上进一步凝练和建设“边疆考古与华夏文明”、“科技考

古与学科交叉”、“文字考古与中华文化”、“文化遗产与

博物馆学”等四个优势和特色学科方向。

当前，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方向已形成了多元化布

局：在时间上，包括了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和夏商周考

古、宋元明考古；在内容上，涵盖了石器研究、陶器研究、

玉器研究、青铜器研究、古文字研究和瓷器研究；在专题方

面，涉及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和城市

起源。相较国内外其他高校博士点，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培

养优势特色极为明显，在边疆考古、古文字学、生物考古、

高句丽渤海考古等诸多特色研究领域已率先达到或接近世

界一流水平，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研究生学术水平高、科研

能力强，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为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历经近五十年的发展，在研究生培养

领域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且相互协同的完备支撑体系。在

科研平台建设上，形成了包括国家级（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

究中心、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省部级（体质人类学

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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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研究

中心）和校级（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学国际研究中心、吉林大

学 — 故宫博物院张忠培考古研究中心）在内的科研创新集

成平台，这些平台在不同研究领域发挥优势，为研究生提供

前沿课题、先进技术和丰富研究资料，助力其开展科研工作。

在教学平台搭建方面，打造了由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培养平台、

博物馆实践教学培养平台以及学科交叉创新融合平台组成

的体系，分别从实践操作、专业应用和跨学科创新等维度，

提升研究生的专业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全面服务于

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和实习实践活动，为培养高素质考古专业

人才筑牢根基。

当前，考古学领域正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的时期，机遇

与挑战并存。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的考古技术和研究方

法不断涌现；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关注度日益

提高，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日益复

杂的考古研究问题、不断提升的学术要求以及激烈的国际学

术竞争，也对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挑战。面对这些情况，吉林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正积极应对，不断优化跨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规模与结构，

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考古学多学科的深度融合。同时，积极

整合相关支撑学科的优质教学资源，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一系列举措，致力于为国家考古

文博领域持续输送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推动中国考古学事

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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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以“老、中、青、新”四位一体为师

资队伍建设目标，在主要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上，拥有完备的

师资队伍。在高层次人才方面，多人次获批国家级人才或荣

誉称号，此外，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

以及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1 人。

师资队伍覆盖了考古学的多个研究方向，包括史前考古、

原史考古、历史考古、科技考古、文博遗产、古文字学等。

每个方向都有专业的教师团队，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促进学科的多元化发展。史前考古方向学科带头

人赵宾福教授，为教育部重大人才项目特聘教授、国家级领

军人才。在史前考古领域，他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

经验，带领团队开展深入研究，对边疆文化和红山文明等史

前文化研究贡献突出。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史前时期人类

的生活、文化和社会形态，为该领域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原史考古方向学术带头人王立新教授，为国际级人才、

吉林省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在相关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高质

量的学术成果，对夏商周时期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着深入

的研究，推动了原史考古方向的发展。历史考古学科带头人

彭善国教授，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大学匡亚明学

者，主持“高句丽渤海” 等重点专项研究项目，通过对历

史时期考古遗址的研究，深入探讨历史发展脉络，其成果对

了解古代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科技考古方向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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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超教授，为国家级人才。依托生物考古实验室，带领团

队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考古研究，在古代人类骨骼、

生物遗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文博遗产方向学科带头人

为唐淼副教授，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等方面进行积极

探索。古文字学方向学科带头人吴振武教授，是百千万人才

工程入选专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带领学院古文字方

向教师为古文字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 2021 年 12 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在编或签订全职

工作协议的专任教师人数为 46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26 人

（56%）、副高级职称 10 人（22%），55 岁以下教师 40 人（86%），

最终学历非本校毕业的人数为 7 人（15%），拥有博士学位

人数为 46 人（100%）。具有导师资格且仍在指导研究生的

导师为 29 人（含博士生导师 20 人）。

三、人才培养

（一）培养方向

吉林大学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招生方向齐全，结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权审核申请

基本条件（2020）》的相关要求，现设置有先秦考古、秦汉

至宋元明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化遗产

与博物馆学六个研究生招收方向，每个方向又可以划分为若

干研究领域。

（二）研究生招生

2021 年，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招收 89 名硕士研究生，

其中 53 名来自国内重点大学（“双一流”高校、原“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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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原“211”高校），占总数的 59.6%。同年，共招收博

士研究生 34 名，其中 31 名来自国内重点大学（“双一流”

高校、原“985”高校、原“211”高校），占总数的 91.2%。

生源质量较高，为专业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报考

方面，硕士研究生中有 20 人为推免生。

（三）就业情况

2021 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学专业的毕业生 39 人，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84.6%，其中以签协议和合同及其他录用

形式就业的毕业生有 17，国内升学 15 人，考古学专业研究

生毕业后于事业单位、机关、国内高校就业人数占比较高，

硕士毕业后选择深造的比例、人数持续升高。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

1.以二级学科为依托，改革研究生课程体系。

2020 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成立，进一步凝练了“中国

考古、外国考古、科技考古、古文字学、文化遗产、博物馆

学”六个二级学科。在此基础上，学院对原有的研究生课程

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新的培养方案。

第一，以课程思政为重点的专业思想教育。以“科学道

德与学术规范”课程为代表，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资深学者

为学生讲授吉大考古的历史发展与传承以及考古学者的时

代担当与使命。

第二，以基础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通识教育。以“论

文设计写作”“考古学史”“考古学方法论”课程为代表，

分别由赵宾福教授、王立新教授和段天璟教授讲授，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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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

第三，以研究方向主干课为抓手的专业研究教育。以新

石器时代考古方向为例，需要选修新石器时代考古泛论、新

石器时代考古专题、考古学文化研究、夏商周考古等课程，

从多角度、多层面训练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以实践能力提升为导向的专业实践教育。依托考

古实习基地和导师科研项目，带领学生参与各类田野考古工

作，提升学生的田野考古水平。

2.以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为契机，改进研究生课程教学

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2021 年，学院教师主编了教材《夏商周考古学》，并选

用了大量优秀专著作为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保障了

研究生课程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一）科学研究

2021 年，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教师新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

目 37 项，到账科研经费总计 915 万元，年师均科研经费 19.9

万元。其中，纵向项目 16 项（含国家级项目 5 项），到账

经费 375 万元（含国家级项目经费 105 万元）。出版 19 部

著作，共发表科研论文 99 篇，其中 D 类及以上 50 篇。

（二）教学科研支撑

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在研究生培养

领域，已形成了完备的支撑体系，全方位服务于研究生的各

类教学科研和实习实践活动，形成了由国家级科研平台（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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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省

部级科研平台（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重点科研基地、吉

林大学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

心、吉林大学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以及校级科研平台（吉

林大学生物考古学国际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故宫博物院张

忠培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科研创新集成平台。同时，也形

成了由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培养平台、博物馆实践教学培养平

台以及学科交叉创新融合平台组成的研究生教学平台。

五、学位授权点评估与质量监测

为进一步做好此次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

评估工作，考古学院专门成立了评估工作组，由书记和院长

全面负责评估工作。自评工作中，学院研究生培养办公室、

师资与科研办公室的分管秘书分别进行自评材料所需数据

和基础材料的汇总，然后报分管副院长审核并对原始数据和

材料进行删选和采用，组织相关专家审议，汇总意见并修改

完成，继而形成简况表和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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