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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2006 年，专门史硕士学位点获得批准招生，2010 年升格为中国

史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

历史文献学四个方向。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按照“立足湘西、面向湖南、辐射全国、服务基层”的

要求，紧紧围绕学校高水平教学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办学定位，培养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专业素养深、知识视野

广、社会责任感重和创新能力强，能胜任中国史学科研究、教学和其

他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

1.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2.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入了解中国史学科发展趋

势和前沿动态，具备从学科角度发现、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综合能

力。

3.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4.学风严谨，勇于进取，善于创新。

5.熟练运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阅读和利用本专

业外文文献的能力。

6. 身心健康。

2.学位标准

在 3-5 学年内，修满规定的学分，符合学位论文答辩条件，通过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完成不少于 3 万字的中国

史硕士学位论文，参加并通过学位论文评阅、盲审、预答辩、答辩，

可授予中国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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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方向

（1）中国古代史

该方向立足西南民族社会，面向全国，结合文本文献资料和田野

调查资料，主要对古代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变迁、

民族源流、族际关系以及土司制度等问题展开研究，揭示古代中国民

族地区民族交往、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宗教信仰等历史文化内涵及

其演变规律，努力形成基于区域特点的学术优势和学科特色。

（2）中国近现代史

该方向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重

视田野调查及田野资料搜集整理，主要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区域社会历

史与文化变迁、重要思潮、民族国家建构以及近现代民族关系等问题

展开专题性和综合性研究。

（3）专门史

该方向结合文本文献与田野资料，主要研究民族地区社会与生态

环境变迁、民族地区职官制度、思想文化和土司等问题，揭示民族地

区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反映民族地区社会、知

识、观念和信仰变化的历程。

（4）历史文献学

该方向主要以西南民族地区明清时期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综合

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整理、解读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文献，展现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变化历程。

（三）研究生招生情况

严格按照招生录取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招生录取工作，建有优秀

生源奖励制度和激励机制。

积极发动本校学生报考，同时“走出去”宣传，尤其是湘鄂渝黔

边地区高校中宣传；通过学院研究生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以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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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传海报；取得较好效果。

2023 年度报考人数 214 人，共招生 19人，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四）在读研究生基本情况

2023 年度，在读硕士生 65人，其中 2020 级 9 人；2021 级 19 人；

2022 级 18 人；2023 级 19 人。

（五）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基本情况

本年度应届硕士毕业生 9 人，获得硕士学位者 9人。

（六）研究生就业基本状况
本年度毕业研究生共 9 人，到目前为止 6人就业，就业率 67%。

（七）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3 年度，中国史共计有校内、外硕士博士生导师 16人。其中

硕士研究生校内导师 15 人，教授 7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5 人；校

外硕士研究生导师 1 人，为教授职称。 有博士学位者 13 人，50 岁

以上者 7 人，50 岁以下者 9人。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史学科建设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施了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确保中国

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落实。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成立了以学院党委书记为主

要责任人，由学院副书记、主管研究生副院长、研究生秘书为成员的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进一步明确了各自职责。

（二）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根据学校统一安

排，明确学院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由学工口统一负责。招生时进行思

想政治审查，入学后结合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入学教育，教学中

践行“三全育人”理念，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学习期间定期

进行思想鉴定考核，毕业时举行专题会议进行就业指导，并开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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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主题突出的毕业教育活动。

（三）举办研究生“暑期学校”、田野调查、“三下乡”“英语

比赛”等活动，提高研究生综合能力，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的情怀，实

现教学、科研、教育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四）重视骨干队伍建设和先进典型的培养，提高研究生管理和

教育工作质量。加强党委领导，强化导师指导和课程思政；明确导师

的思想教育责任，狠抓学位点师德师风与学风建设；加强研究生干部

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干部素养和服务能力。

（五）深化“三结合”的育人工作机制。研究生教育中加强“党

建与学科专业建设融合”，深化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和社会实践育人

“三结合”育人机制，实现学科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水平提升相统一、

学科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统一、自我价值实现与爱党爱国相统一，使思

想政治教育全面落地。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管理，以能力提升为导向，要

求任课教师对所开设课程制定规范的教学大纲，吸纳与课程相关的前

沿成果，综合多学科理论，培养研究生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加强教材与课程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

设土司专题研究、苗疆边墙、中国少数民族史、历史人类学、生态环

境史、民族国家认同研究等特色理论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加强实践课程建设，引导学生走向田野，教授如何在田野中发

掘并解读历史资料。本年度带领部分研究生到湘西、怀化、张家界等

地进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收集，参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史料汇编˙湖南卷》的史料汇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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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1.新晋一批硕士生导师，经学校遴选，涂汉培、彭爽、梁轩、肖

奔 4位老师入选中国史硕士生导师。

2.学位点要求导师必须参加学校管理部门组织的导师培训学习，

提高导师的指导能力与管理水平，本年度有 2位导师参加省级培训；

3. 利用参加湖南省史学会常务理事会机会，到长沙与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湖南省

社科院历史所和科研机构等中国史学位点的负责人与导师进行了研

究生培养经验与学术交流。

4.按照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职责及考核》《硕士研究生导

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对导师进行考评。经考核，2023 年度学位

点导师在研究生课程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等方面工作全部合格。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着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

能力提升。

2.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以院党委书记为组长

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各支部书记、党员、名师教授督导

为团队的师德师风建设师资队伍。

3.完善师德师风制度保障机制。人才引进时加大思想政治准入审

核、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完善师德师风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等。

4..通过 “师德先进个人”“从教三十年优秀教师”等评选与表

彰，树立师德师风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切实推动学科师

德师风建设。

以上举措，增强了学科团队的凝聚力，成效显著。导师队伍中有

1 人被评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教授，1 人被评为学校十大“师

德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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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训练情况
1.以学校相关制度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为研究生学术训练的制度

保障和执行依据，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开展学术训练。

2.依托、利用学位点既有的湖南省特色优势学科、湖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湖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以及设于广大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田野实践基地

等平台，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工作。

3.任课教师根据课程性质或学生论文选题设置问题，组织学生开

展专题讨论并逐渐形成学位论文选题；围绕学位论文选题，训练学生

史料搜集、整理、阅读、分析的能力；明确学年论文要求并组织评析

讨论，以此训练研究生综合研究能力。

（五）学术交流情况
2023 年度中国史研究生参加吉首大学举办“文化与田野”系列

讲座，邀请 9 位专家学者讲座共计 9 场。

5 月，第十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高级学者研修班在吉首

大学举行，中国史研究生全部参与研修。

7 月，组织 18位研究生参加 2023 年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湖

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调查与研究”项目。

11月 15 日，组织部分研究生参加吉首大学主办的“湖南省西部

综合开发研究会”。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切实执行学校的研究生奖励资助体系，本年度奖助率 100%。具

体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三助一辅”津贴、

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专项奖学金、经济贫困研究生助学金、优秀学

位论文奖励等。以上各项依据吉大发[2014]3 号文件执行；学院按照

1:1 的比例配套“三助一辅”助学金。学校给予学位点的从事“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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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的研究生每人每月 500 元资助，学院再资助每人每月 500 元，

总计每月 1000 元；本年度 1 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本年度中国

史研究生有 40人次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学业奖学金；本年度中国

史研究生有 51人获得国家助学金。研究生在学期间，以吉首大学为

第一署名单位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或所获得的科研奖项，

学院参照吉大发[2012]16 号文件《吉首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

具体规定，与教师同等执行。本年度学院聘请了中国史硕士研究生助

理 2人。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情况

1.全面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定位明确，课程设置科学

合理，体现了中国史学科特色以及前沿性、综合性，符合社会经济文

化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

适应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

2.严格、规范执行人才培养计划。在导师指导下，根据不同研究

方向、学科要求和社会需要，制定了研究生个人的人才培养计划。部

分完成了 2023 级研究生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全部完成了 2022 级理

论课程的学习和学位论文开题工作，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阶段；完成

了 2021 级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工作；完成了 2020 级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答辩和毕业工作。各年级的人才培养过程规范、程序完整、效果良

好。

（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1.学院严格按照《吉首大学研究生导师条例》《吉首大学兼职硕

士生导师管理办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所开设课程的任课教师，

设定基本资质为具有博士学历或副教授（含副教授）以上职称，课程

教师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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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导师考核机制，完善教学科研激励机制；以老带新，为

2023 年度新晋导师选定培养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教师队伍中有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

选 1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学者 1 人，省新世纪 121 创新人才

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 人，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能手 1人，二级教授 3

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术带头人 3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6 人。

（三）科学研究情况
2023 年度，获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1 项、后期资助项目 1 项、

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 1项，湖南省民宗委基地项目 1项，湘西州委

托项目 1 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11 篇，其中 CSSCI 期刊 6

篇。

2022 年度，中国史研究生共计获得校级科研项目 8 项，在各级

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共计 6 篇，研究生参会获得论文奖励 6项。

2023 年研究生导师新增科研项目汇总表

2023 年度师生发表论著情况统计表

序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名称或

出版单位名称

发表或出版

日期
作者 备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负责人

1 清朝民国渡志文献的整理与义渡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肖 奔

2
公羊学三科九旨研究——以“制法万世”为

主线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

目
涂汉培

3 清末留日学生杂志研究（1899-1911）
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

文出版项目
彭 爽

4 湘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苗例”视角 湖南省民宗委基地项目 曹景文

5 关于申报宁陵酥梨农业文化遗产合作项目 宁陵县政府委托项目 瞿州莲

6 《湘西通史》编纂项目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党

史研究室委托项目
龙先琼

7
洪江山地香稻栽培与稻作文化系统农业文化

遗产申报项目
洪江市政府委托项目 邵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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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逻辑机理与实践展开
南京社会科学 2023-02-15 暨爱民

2
何处是“苗疆”？——基于地域与

族群视角的评析

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
2023-10-10 暨爱民

3

脱贫民族地区易灾农户脆弱性诊

断与返贫致贫风险治理——以西

南地区 M 苗族自治县为例

吉首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3-07-01 邵 侃

4 公羊学三世断限平议
同济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3-02-25 涂汉培

5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干部的交往

实践研究

吉首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23-03-27

鲁萧萱

暨爱民

6
论土司史料的发掘——以元明清

时期唐崖覃氏土司为例证

原生态民族文化

学刊
2023-05-01

成臻铭

张 琴

陈伟琼

7
谱牒传统、成书目的与史源比对—

以《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为视点

遵义师范学院学

报
2023-08-25 成臻铭

8

中国共产党应对 1942—1944 年

“豫灾”的措施及影响——以《太

岳日报》的相关救灾报道为中心的

考察

行政科学论坛 2023-10-25 孙童言

9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救灾报道

研究

宁波工程学院学

报
2023-09-15

孙童言

龙先琼

10 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研究 文学教育(下) 2023-09-01 李 蕊

11
论《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史料

价值

遵义师范学院学

报
2023-08-25 陈伟琼

2023 年研究生新增科研项目统计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等级

1 张荫桓西学思想研究 迟浩 省级

2 那氏土司及其家训《训后文》研究 陈伟琼 校级

3 清代蒙自坝子农业开发与民族生态智慧研究 孙琪 校级

2023 年研究生新增科研奖励

序号 举办单位与奖励名称 主持人 等级

1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牛胜禹 省级

2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杨俊鹏 省级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_AqZbjAWWJRudCUB99gNl4oD33rI_WiGD2fFzkq_Ckq6tRkSK2f-8W0iRAU-YA_g99HEBKaTTY-UYI7DoYV_gAz7ZU7tJbGEjlhzmEC_Q3Q=&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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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吴诗豪 省级

4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优秀论

文三等奖
吴诗豪 校级

5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贾宇瀚 省级

6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优秀论

文一等奖
张宝珊 校级

7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优秀论

文三等奖
崔艺杰 校级

8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崔艺杰 省级

9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白文进 省级

10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优秀论

文一等奖
白文进 校级

11 课题:清代“走西口” 移民背景下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白文进 校级

12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陈浩，唐龙 省级

13 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 陈浩 院级

14
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主会场征文优秀论文二等

奖
于泽群 院级

2023 年度中国史导师科研获奖、荣誉统计表

序号 作 者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主管部门
获奖

等级

1 尹 宁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下

的元代土流并治研究

湖南西部综合开

发研究会 2023 年

度优秀论文

湖南省社科联

湖南西部综合开发

研究会

一等奖

2 梁 轩

再论陕西靖边渠树壕东汉

壁画墓天文图中的“星”

与“象”

湖南西部综合开

发研究会 2023 年

度优秀论文

湖南省社科联

湖南西部综合开发

研究会

一等奖

（四）传承创新优秀学科文化情况
学位点重视优秀学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依托国家民委“中华民

族共同体研究基地”，湖南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等平

台，以及“湖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中国土司制度通史”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重大项目，

“清代国家化进程中苗疆‘边地’治理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等其他

一般项目和一批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对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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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研究，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创新发展。

（五）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近年来，受制于疫情、地域、交通和经济等条件限制，国际合作

交流开展严重不足。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评估工作计划；建立专家沟通机制；

全面推进评估工作。

导师队伍中新评上教授、副教授各一位，并从中山大学等高校引

进了博士人才，但导师队伍随着老教授退休仍是数量偏少，高水平人

才培育和引进亟待加强，职称结构和学缘结构需进一步优化；生源结

构有待改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合作交流有待拓展。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位授权点根据《吉首大学关于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

规定》《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定》《吉首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吉首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等文件精神，对论文过程严

格执行开题、论文中期检查、提交论文、查重、评阅、预答辩、盲审、

修改、答辩等程序，最后提交到校学位委会进行最终评定。

实行学位论文“双盲审”制度，要求答辩前所有论文送盲审。所

有学位论文在送审之前，对所有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检测，学院要求查

重率不能超过 10%。本年度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检测全部合符要

求。湖南省教育厅学位办抽检论文 1篇，结果为合格，合格率 100%。

六、改进措施

（一）现存问题改进建议

1.进一步加强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提升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

2.继续加大投入，引进高层次人才，完善人才发展激励机制。

3.提升内涵发展，凸显学科研究特色和优势。

4.拓宽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渠道，支持和鼓励师生参与国内、国

际学术交流，提升学位点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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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发展的思路与举措

1.策略保障：深化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融合，探索理论、方

法创新，提升学术影响力；依托省部级平台，加强基于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地方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突出学科研究的特色，加强学

科研究优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申报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2.组织保障：继续完善学位点建设的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学院学

术委员会与教学委员会作用，加强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和学

科带头人负责的管理体制。

3.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加强中国史学科梯队建设和成果建设激

励机制，为学位点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4.条件保障：为学科队伍、科研平台、成果、学术交流、图书资

料等方面建设提供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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