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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1.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1979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获得中

国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本科、研究生两个教育层次。

中国语言文学作为一级学科，设有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

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

6个专业方向。

2.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湖南省首批重点专业，2017 年获得学校“十

三五”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9 年成为湖南省“双一流”建设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拥有一支年龄、学缘、职称结构合理有特色的师资队

伍，拥有国家一流课程、湖南省一流课程、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以及

湖南省优秀教学团队、优秀教研室等学科平台和教学荣誉,拥有微格

教室、教师技能训练中心等实训设备和教育实习基地。专业立足湖南，

面向全国，对应市场，服务基层，形成了基础实、技能强、适应快、

后劲足的人才培养特色，大量毕业生成为地方基础教育骨干力量，赢

得广泛社会声誉。

3.研究生招生情况
积极认真做好生源组织招生工作，从学校到学院制定了完善的招

生录取管理制度。学院采取三方面措施：一是抓好本校生源招生工作，

积极发动和宣传；二是利用导师和校友资源动员外校优质生源报考我

院；三是积极与周边兄弟院校取得联系积极宣传。2023 年度顺利完

成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2023 年学院招收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 31人，研究生招生不论从生源还是人数上均获得了突破。

4.在读研究生基本情况

我院在读研究生中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73 名，其中 202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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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2022 级 31 人，2023 级 31 人。目前，2021 级临近毕业，在培

养环节上，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开题、中期检查，已经完成学位论文的

初步撰写。2022 级研究生完成了论文开题，已经进入了论文撰写阶

段，有些学生已经完成了完成了学位论文部分章节的撰写。2023 级

研究生在本学期能够完成专业学科的学习，达到研究生培养计划要求

的基础学分，完成研究生第一阶段的学习任务。

5.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基本情况

我院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切实提升研究生的质量，落实研究

生培养的环节，学院学术委员会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和质量要求。2023

年，我院中国语言文学方向毕业生 21人，其中授予学位的 21人。

6.研究生就业基本状况

2023 年研究生毕业相关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毕业生全部有序离

校。就业统计数据显示，本单位毕业人数为 21人，就业人数为 17人，

就业率为 81%。2022 届毕业研究生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事业单位和

企业。毕业研究生就业地域主要分布在湖南、广东、陕西等省市。

7.研究生导师状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16 1 5 3 7 13

副高级 7 1 3 2 1 6

中级

其他

总计 23 0 1 4 5 5 8 0 1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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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深化“三全育人”模式构建思政教育大格局。从“全员、全程、

全方位”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整体性和开放性兼具的“三全育人”系

统模式，开展了思政系列讲座、校园主题活动、主题班会竞赛、“以

赛促学”工程、常驻湘西州慈爱园献爱心等教育活动。把思想政治教

育考核列为教师职称评审、评奖评优、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为思政

工作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2.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吉首大学文学院以“求真、向善、完美”为院训，这与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的

要求高度吻合。文学院坚持“立德、立志、立业，树人、达人、惠人”

的人才培养理念，构建“课程主导、环境熏陶、实践历练、自我塑造”

四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把立人教育根本

任务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1）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思政改革。严格教材使用

审核，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确保选用教材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组织全院教师开展课程思政专题培训，实现了课程思政建

设全覆盖，获课程思政建设省级专题项目 2 项。

（2）通过管理制度建设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本学科定期开

展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强化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依法合规、理性表

达、文明使用各个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严格执行报告会、研究会、

论坛、讲座、读书会、学术沙龙、学生社团等阵地管理制度及“一会

一报”制度。依托教案评审、听评课等方式开展日常化的意识形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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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巡查。

（3）创建“五步工作法”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党员发展方

面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肃纪律，确保发展党员工作有领导、有计

划地进行。落实五步工作法，强化党员培养与管理，严格遵循“学习、

谈心、考核、评议、践行”五个步骤，既明确分步实施，又强调统筹

兼顾。

3.学位点文化建设情况

立足国家需求和人才培养需要开展社会实践。一是开展以志愿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师生深入贵州、重庆、湖北等省

市以及湖南省内 14 个市州行政村开展志愿服务和科学调研。二是开

展以深化专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调研活动。依托学院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以“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为抓手，以项目化方

式推动专业实践调研，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专业

实践成果。

4.学位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情况

（1）做好 2023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服务工作。做好我院硕士新生

的入学报到和接待工作，配合学校做好研究生新生的入学教育工作。

（2）做好研究生师生见面会，完成研究生新生与导师之间的双

向选择。

（3）完成研究生新生专业的各种手续和环节，保证研究工作的

正常有序开展。

（4）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会获得吉首大学优秀研究生会

的荣誉，增强了学生在学院的归属感和主体意识，吸纳了优秀学生参

与学生日常管理，营造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良好育人氛围，充分发

挥了研究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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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建构了基础性、前沿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本学

科先后两次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优化，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加强课程的

基础性和前沿性，将创新创业教育能力培养融入课程体系。同时，立

足武陵山区资源优势，通过科研成果与学科成果的转化，对研究生课

程体系进行本土化充实，开设了沈从文研究、湘西土家语苗语研究、

里耶秦简研究等课程，在整体上形成了基础扎实、前沿性强、特色鲜

明的课程知识结构与课程群。

（2）形成了课程教学法与课题引导法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

课堂讲授，夯实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以课题引导促进知识与理论的

增值，增强学生的知识获取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2023 年祝文蕊的毕业论文获评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甘海琴获得省

级研究生创新课题立项 1项。

（3）构建多元化的创新与交流平台,开展多样化的学术训练。学

科依托现有的 5 个省级、8 个校级创新研究基地，通过承办国际国内

学术会议和“湖南省研究生创新论坛”，举办“博雅人文论坛”“读

书报告会”“专题研讨会”等形式开拓研究生的视野，提高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建立了多层次督导体系与全面评价标准体系。学科依托“全

方位、全过程、循环闭合、持续改进”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紧扣“教

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的量化评价和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

反馈回路。在院、校两级教学督导中，在督导组与学生信息员之间建

立了四条实时协同督导网络，构成了课程教学质量的多层次督导体系，

实现了对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全程、全员管理和多层次督导。同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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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理、全面地评价教学,建立了整体评价机制及教师评价教学、学

生评价教学的全面评价标准体系。

2.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本学年新增向大军、郭建飞、潘贵民、彭书跃、鲁美艳、刘熹桁、

余红芳、邱亮、崔淑兰多名老师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3.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党建引领，发挥教师党支部和党员教师作用

首先，建强教工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学院切实加强教工

党支部建设，使教师党支部成为涵养师德师风的重要平台，引领新时

代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

其次，建好党员教师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落实到每个教师党员，加强党员教师日常管理，充分发挥党员教师

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员教师成为践行高尚师德的中坚力量，把党员

教师培养成教学、科研、管理骨干。

（2）完善制度，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首先，规范新聘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考察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师

准入制度，把好教师队伍入口关，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教师招聘引进中

对思想政治和师德考察的领导把关作用，强化对拟招录人员品德、人

格和心理的前置考察，将思想政治和师德要求纳入教师聘用合同。

其次，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学院把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

首要位置，规范考核程序，突出多主体多元评价。强化师德师风考核

结果的运用，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在教师职称评聘、推优评先、表

彰奖励、科研和人才项目等方面的资格。

另外健全教师师德师风监督制度。构建学校、学院和学生广泛参

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将师德投诉数量、调查反馈、查实情况及监督评议

情况作为教师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还要坚决严惩违规教师。建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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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制度，对师德违规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

等失职失责问题，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追

究责任。

（3）优化环境，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首先是要建立健全师德师风表扬机制。每年学院开展师德师风建

设评比活动，在同等条件下，对获得师德模范、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的教师，在教师在各类评选中优先考虑。

其次，加大师德典型宣传力度。日常宣传与教师节集中宣传相结

合，通过各类自媒体平台等形式大力报道宣师德模范的典型事迹，大

力宣传新时代教师阳光美丽、爱岗敬业、甘于奉献、改革创新的形象。

4.学术训练情况

我院研究生“读书报告会”“专题研讨会”如期举行。每位学生

都参与其中，每次座谈都有导师评议，营造了良好的阅读研究氛围，

引导研究生潜心学习。我院还积极组织了研究生参加学校的科研项目

申报以及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同学们积极性高，科研项目申报数量

多，学术训练得到进一步加强。湖南省第二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基地获批后，首席专家瞿建慧组织十名研究生成立“赴十八洞村推普

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团”，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推普调研和授课，社会反

响好，得到了省委书记和州委副书记的高度评价，实践团获得吉首大

学优秀暑假社会实践团的光荣称号。依托与州文联共同成立“新时代

文艺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通过邀请州文联副主席黄青松讲

座、参加实习和州文联组织的各种活动，实现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高度融合发展，提高新时代文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5.学术交流情况

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研究员、贵州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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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耀宏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柯西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利教授、陕

西师范大学南长森教授、湘西州文联黄青松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刘

泽民教授为师生做学术讲座。成功召开了第十八届全国高等师范学院

院长/中文系主任系联席会议、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描写语言学专

业委员会 2023 年年会。

6.研究生奖助情况

完成 2023-2024 学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的评

选、系统录入工作。评奖评优工作终坚持公正公开的和程序化的原则，

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政策和评选程序，周密布置精心组织，做到政策

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确保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专业奖学金等

各类评优活动公正透明。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人才培养情况

序

号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

专利、赛事名称、展演、

创作设计等）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

码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

数，专利类型及专利号，参赛项

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姓名

学位类别

（录取类型/入学

年月/学科专业）

1
宜春（袁州区）方言词

汇地理语言学研究
作家天地 2023-08-15 赖娟、张丹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2
湖南桑植 方言中的

“倒”“起”用法分析
作家天地 2023-08-05 江妙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3
辛弃疾信州词作的寺

庙景观书写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 2023-07-31 王新雨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4

空间与权力——空间

批评理论视角下《使女

的故事》解读

长江小说鉴赏 2023-07-28 杨超男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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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永济未刊文学遗稿

(2 种 3 题)释证
语文学刊 2023-06-25 王聪、王焕林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6
莫言短篇小说《左镰》

的创伤书写
文学教育(上) 2023-06-20 田芳枚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7

崔秀哲小说《冰坩埚》

的边缘文化视角与现

代性

青春岁月 2023-05-25 关华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8
论土家族文人的民族

记忆及其文学表达
今古文创 2023-03-09 陈彤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9
淮阳方言词汇与普通

话词汇比较研究
今古文创 2023-02-14 王聪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0
《戏剧新生活》：中国

话剧的大众化传播
视听 2023-01-09 杨美玲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1

第四届湖南省现当代

文学研究会暨第一届

研究生论坛

省级一等奖 2023-05-20 叶青松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2
第四届“志愿文学”征

文活动
国家级二等奖 2023-04-07 叶青松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3

悦‘读者'，知天下 —

—2023‘读者杯’青少

年文学大赛知识挑战

赛

省级一等奖 2023-12-09 叶青松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4

第四届湖南省现当代

文学研究会暨第一届

研究生论坛

省级二等奖 2023-05-20 谢志棋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15
第二届湖南省研究生

创意写作大赛
省级二等奖 2023 吴卓颖

全日制（中国语

言文学）

2.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湖南省 121 创新人才 4 人，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2人，湖南省

芙蓉百岗明星 1 人，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和教学名师 10 人，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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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学能手 5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16人。

3.科学研究情况
2023 年主持的科研课题

序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1

湘西濒危汉语方言深

度调查研究

（23A0406）

湖南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 2023 邹晓玲

2

“改土归流”时期土

家族地区艺文中的

“礼俗”思想研究

（23A0401）

湖南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 2023 彭书跃

3
湘西苗语形容词重叠

式研究（23B0525）
湖南省教育厅

优秀青年项

目
2023 吴秉承

4

民族地区高校《古代

汉语》多模态教学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

（HNJG-20230717）

湖南省教育厅 一般项目 2023 吴秉承

202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

社
备注

1
湖南小章苗语中汉语借词声调的

历史层次
瞿建慧 2023-04-05 民族语文

2 《马天祥造像记》真伪问题再考辨 邱亮 2023-04-20 书法研究

3 湘西苗语汉借词果摄的历史层次 瞿建慧 2023-09-30 北斗语言学刊

4

濒危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评介

瞿建慧 2023-09-30 文化产业

5
中国美学图景的初次勾勒——《中

国美学史大纲》导读
崔淑兰 2023-08-25 美与时代(下)

6 近代词集校勘辩证举隅 王湘华 2023-06-20
福建江夏学院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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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湘西山江苗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 吴秉承 2023-04-25 凯里学院学报

8 河南长葛近出《陈寔碑》辨伪 邱亮 2023-04-06 书法丛刊

9 笔墨纪芳华 王焕林 2023-09-10 艺术中国

10
建构湘西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

沈从文毕生的崇高事业
何小平 2023-06-08 综艺报

2023 年获得的科研奖励

序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

年度

1 省级 一等奖 湖南省语言学会年会优秀成果奖 瞿建慧 2023

2 国家级 二等奖 国家教学成果奖
瞿建慧 2023

4.传承创新优秀学科文化情况
（1）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生

典型。王聪获得国家奖学金，考取湖南师范大学博士。

（2）学生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升，各级竞赛中成绩优异

吴卓颖、贺争妍分别获得湖南省研究生创意写作大赛二、三等奖。

叶青松、谢志棋获得第四届湖南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暨第一届研究生

论坛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3）学生科学研究能力逐渐增强，科研课题立项增多。

2023 年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本学科立项 20余项。

5.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今年学校招收 5 位留学生，分别来自俄罗斯、越南和泰国。中国

语言文学 5位老师开设口语、听力、读写和综合等课程，利用自身的

学科优势和专业特色受课，深受好评。

https://webvpn.jsu.edu.cn/https/77726476706e69737468656265737421fbf952d2243e635930068cb8/kcms2/article/abstract?v=rCMvAF-4El1uBPKkcWMERi-dZgSBczvAN44IBKJg5EseoqLDNv_KdYev0p2eOPOl7rWWn0OpSvPrJkiGUHYF4xTni2Q4v2qNvDQCYCj4zcg-JRgm-bqUIYFnG_KNyrrcLmmCtbNhRh3OmCWzZRjt2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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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学校地处欠发达的武陵民族地区，区位优势不如一流高校。武陵

民族地区刚刚脱贫，经济社会发展不如一般省级城市及其他经济发达

地区，对本学科高层次领军人才及优质生源的吸引力不足；国际交流

合作欠充分。教师海外访学、师生参与海外国际学术会议欠积极，国

际化视野不足；学科发展欠平衡。学科方向力量欠均衡，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有待加强。

学位点在管理经验、培养目标上处于探索中。随着研究生规模的

扩大，管理幅度和难度明显增加，研究生管理队伍有待加强，急需配

备专职管理秘书。师资队伍整体学历层次有待提升，生源结构单一，

师生参与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有待加强等问题。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论文的全程实行“源头控制、过程监督、出口

从严” 策略，实施“审题—开题—中期检查—校内专家评阅—预答

辩—校外盲审—答辩”等环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严格的“双盲”

审核制度，对盲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的不予答辩。论文答辩邀请

校外相关研究领域专家主持，对答辩未通过者严格按照答辩委员会提

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要有

博士学位或副教教授职称及以上的学科专家。由于管理规范、指导严

谨，严格把控论文质量关，2021 年学位论文盲评通过率达 100%，答

辩通过率为 100%。

六、改进措施

1.学位授权点现存问题改进建议
（1）加快学位点的师资队伍建设，引进高层次人才。全力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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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渠道，加大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和院内高层次人才培

养力度，继续支持和鼓励教师到国内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出国进修

与合作科研等，设立创新团队建设基金。

（2）加强条件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保障水平。中国语言文学

是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南省“双一流”建设学科、吉首大学一流学

科，本学位点必须抓住机会，强化教学，建立 5-7 个实习实践基地，

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创建和完善现有的科研平台，通过购买国内外知

名数据库资料，提供良好教学与科研信息平台，提高研究生教学水平

和科研水平。

（3）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采取深入高校进行研究生

招生宣讲、校友推介、QQ 与微信平台等手段，宣传学位点的办学成

就，提升学位点的知名度；完善优秀生源奖励制度和激励机制，吸引

优质生源报考本学位点的研究生，优化生源结构，提高生源质量。

（4）加强国际交流，推升国际化的办学水平。制定鼓励师生参

与国际学术交流、境外学习的政策，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定期派遣研

究生、导师和任课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短期培训学习、攻读学位

以及合作培养等多种方式，推升学位点的国际化水平，从而全面提升

学位点的核心竞争力。

2.学位授权点建设发展的思路与举措

（1）组织保障。加强学位点建设的组织领导，完善学位点建设

管理体制，强化学校统筹下的学科带头人负责的管理体制。学位点建

设采取“学校---学院---学科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强化学位委员

会建设，形成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纵向行政流畅通，横向学术流活跃

的矩阵式学位点建设组织构架。

（2）制度保障。围绕学位点建设，在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指

导下，将进一步完善学位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如研究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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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管理的制度，学位管理制度等，为本学位点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

保障。

（3）条件保障。加强图书资料建设，增加各类纸质文献、中外

文电子图书、 电子期刊及其数据库建设，及时向师生提供各种信息

服务。学位点依托沈从文与湘西文艺研究中心、湖南省民族文化研究

基地、湖南省湘西民族语言研究基地、湖南省非遗人才培养基地、湘

学研究院等平台，为学位点建设提供相应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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