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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历史学专业、哲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

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充分秉承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采用通专融合的

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生扎实的人文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跨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素养，能够运用中外

两种以上语言从事学术研究、知识创新和思想交流，能够吸收世界各大文明的有益成果，推动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历史学专业本科侧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具有出色的材料搜

集、解读、分析能力和严谨的学术写作能力，能通过系统了解人类社会既往生活，博取众长，为我

所用，更好地把握当下，规划未来。

哲学专业本科侧重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知识，能够传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品格

的哲学通才和哲学专才，能够系统掌握哲学学科的经典与前沿，大幅提升逻辑推理能力和理性论证

能力，陶冶发展阅读哲学原著、写作哲学论文和开展哲学交流的素养，具备在哲学学科或其他学科

进一步深造的潜质。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为培养具备扎实的中文学科专业知识和世界性学术视野的复合型

创新人才，提供广义的语言和文学研究的专业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本专业学生应能对作为思想

之主要运载工具的语言有比较全面的把握，理解汉语的古今演变规律及主要类型学特征，掌握中

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且能对汉语文学经典有敏锐的感悟和理性的诠释，对中国少数民族语文和世

界文学有相应的了解与解读能力，能够阅读和利用中外学术论著，撰写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具

备在中国语言文学或其他学科进一步深造的潜质。

古文字学方向本科侧重培养学生扎实的古代汉语和文史专业知识基础，聚焦甲骨学、青铜器学、

简帛学等冷门绝学和关键领域，拥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较高的综合素养、

突出的创新能力，今后有志于从事古文字学研究，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

二、培养要求

1.历史学专业

①具备深入挖掘、分析和阐发各种原始史料，解读历史文献，批判性地采择和鉴别各类学术观

点的历史学基本能力。

②系统阅读一批中西方历史学经典著作，掌握中西方史学的基本脉络、主要成就、核心问题及

发展趋势。

③初步掌握使用中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阅读、交流和写作的技能，拥有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

学术视野，具备一定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的学术素养。

2.哲学专业

①领会中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发展脉络，精读中西方哲学的代表性经典著作，掌握中西方哲

学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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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提升推理和论证能力，具备用两种以上语言理性地表达、辩护自身哲学观点，理性地反驳、

回应他人哲学观点的能力。

③有计划地学习哲学以外相关学科的经典知识，鼓励尽可能多地选修其他学科的核心课程，力

争做到多学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具备突出的创新意识。

3.汉语言文学专业

①接受语言学、语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史、比较文学等专业的学术训练，打好从事中国语言

和文学专业研究的基础。

②系统掌握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历时和共时演变及其主要规律，能够分析古今汉语语言现

象，清楚理解汉语区别于世界其他语言的主要类型学特征。

③系统掌握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发展脉络和代表流派，能够解读和分析古今中国文学经典，

能够对中外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评析。

④ 对汉语以外的民族和世界的语言、文学有广泛的涉猎和专业的了解，能够从“世界文学”

的意义上开展汉语文学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能够从跨学科的视野分析、观察和分析

语言与文学的历史演变。

4.古文字学方向

①系统阅读一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经典及研究成果，掌握古文字学研究的基本脉络、主要成

就、核心问题及发展趋势。

② 掌握古文字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具有深入分析和阐发古文字基本资料并批判性采择

和鉴别各类学术、思想观点的人文学科基本能力。

③初步具备使用两种以上语言进行阅读、交流和写作的基本技能，拥有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

学术视野，以及一定的古文字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素养。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古文字学方向的本科学制均为四年。按本科各专业学制进行

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本科最长学习年限为所在专业学制加两年。

历史学专业本科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

哲学专业本科授予哲学学士学位。

汉语言文学本科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古文字学方向本科可授予文学或历史学或哲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0 学分，实习实践 13 周。其中，全校统一设置课程（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41 学分，夏季学期 3周；院系设置课程 109 学分，夏季学期 10 周。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校级通识教育 41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外语、军事课程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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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选修课 限选 8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要求学生在社科、艺术、科学课组至少选

修 2学分。日新书院定制通识课程包括：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4720072 基础生命科学 2 科学课组

04720022 工程实践与创新 2 科学课组

04720032 《霸王别姬》的艺与魅 2 艺术课组

2．专业相关课程 84学分

（1）人文基础课程 27学分 限选

A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

10691323 现代中国的形成 3

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

10691433 历史学是什么 3

40690673 历史文献学 3

10691393 全球史的方法与视角 3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24720043 西方美术史 3

3069037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3

30690393 政治哲学原理 3

40690943 伦理学导论 3

20690013 逻辑学 3

10691213 汉字与中国文化 3

10691503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3

10691543 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3

10691123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3

30690513 语文学与人文科学研究 3

20690033 语言学概论 3

306706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

10691373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 3

B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4720023 柏拉图的《理想国》 3

34720013 第一哲学的沉思 3

40690703 《圣经》与西方文化 3

30690863 历史学英语文献阅读 3

40691103 《诗经》选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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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20073 《左传》研读

30690543 孔子研读 3

24720033 四书研读 3

34720033 《礼记》研读 3

10691383 老庄研读 3

24720053 诗词曲经典研读 3

30690873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研读 3

30690033 古代汉语（1） 3

C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24720061 人文学术导引 1 必修

14720031 牛津-tutorial研讨课程 1

新开课 世界史系列讲座 1

24720081 经济与社会史系列讲座 1

新开课 清华人文学科传统 1

新开课 考古、艺术与文学系列讲座 1

（2）专业主修课程 36学分 限选

※历史学

选课说明：*历史学专业主修课程至少选 27 学分，另外 9学分可以从历史学专业主修课程

中选，也可以从哲学专业主修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课程或古文字学方向专设主修课程（出

土文献中心开设）中选。

*如果人文基础课中“汉字与中国文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3 门课程均未选，则需从古文字方向标注“*”号的 5门课程中至少选 1门。

①历史学专业主修课程 36学分

A类（最低学分要求：9）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90143 先秦史 3

40690093 秦汉史 3

40690043 魏晋南北朝史 3

40690053 隋唐五代史 3

40690273 宋元史 3

40690203 明清史 3

40690573 晚清史 3

40690543 民国史 3

40690533 现当代中国史专题 3

B类（最低学分要求：9）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90303 世界上古中古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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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0313 世界近现代史 3

40690793 日本史 3

40690693 俄国史 3

40690763 德意志史 3

新开课 英国史 3

40691243 法国史 3

44720153 古地图中的东亚 3

30690573 印度史纲要 3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C类（最低学分要求：9）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90463 中国经济史 3

30690803 中国历史地理 3

30690853 古代亚洲内陆边疆 3

30690813 考古学概论 3

40690683 中国思想史专题 3

30690883 中国社会史 3

30690893 中国近代思想史 3

30690493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 3

30690503 史学方法专题 3

②古文字学方向（申请历史学学士学位）专业主修课程36学分。其中标注“*”号

的5门课程（共15学分），是古文字学方向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古文字方向专设专业主修课（最低学分要求：27）

44720133 甲骨学通论与资料选读* 3

34720053 青铜器铭文通论与选读* 3

34720063 战国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3

新开课 秦汉出土文字资料通论与选读* 3

44720013 古文字学* 3

40691113 《说文解字》通论 3

40690963 先秦历史文献选读 3

新开课 早期经典文献选读 3

44720143 西方古典学专题 3

44720213 国际汉学专题 3

30690084 中国古代文学史（1）（中文系） 4

40690213 古代汉语（2）（中文系） 3

30690743 汉语史概说（中文系） 3

40690783 汉字学（中文系） 3

40691003 音韵学（中文系） 3

40690143 先秦史（历史系） 3

40690093 秦汉史（历史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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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90813 考古学概论（历史系） 3

30690803 中国历史地理（历史系） 3

30690493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历史系） 3

30690643 先秦哲学（哲学系） 3

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哲学系） 4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 B类（最低学分要求：9）
30690303 世界上古中古史 3

40690313 世界近现代史 3

40690793 日本史 3

40690693 俄国史 3

40690763 德意志史 3

新开课 英国史 3

40691243 法国史 3

44720153 古地图中的东亚 3

30690573 印度史纲要 3

※哲学

选课说明：*哲学专业主修课程中至少选 27 学分，另外 9学分可以从哲学专业主修课程中

选，也可以从历史学专业主修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课程或古文字学方向专设主修课程（出

土文献中心开设）中选。

*如果人文基础课中“汉字与中国文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3 门课程均未选，则需从古文字方向标注“*”号的 5门课程中至少选 1门。

①哲学专业主修课程 36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90583 古代-中世纪西方哲学 3

30690633 近代西方哲学 3

30690763 现当代欧陆哲学 3

40691202 现当代英美哲学 2

30690643 先秦哲学 3

30690783 隋唐佛学 3

40691123 宋明理学 3

44720193 《传习录》研读 3

34720043 《肇论》研读 3

30690913 语言哲学 3

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 4

40690863 逻辑与知识论 3

30690562 模态逻辑及其应用 2

40690113 应用伦理学 3

新开课 伦理学经典研读 3

30690383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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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0432 西方马克思主义 3

40691293 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 3

40690363 宗教学原理 3

40691223 现代基督教哲学 3

40690193 美学原理 3

新开课 美学经典导读 3

44720043 德国古典美学 3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44720183 科学哲学经典研读 3

②古文字学方向（申请哲学学士学位）专业主修课程36学分。其中标注“*”号的

5门课程（共15学分），是古文字学方向必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古文字方向专设专业主修课（最低学分要求：27）

44720133 甲骨学通论与资料选读* 3

34720053 青铜器铭文通论与选读* 3

34720063 战国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3

新开课 秦汉出土文字资料通论与选读* 3

44720013 古文字学* 3

40691113 《说文解字》通论 3

40690963 先秦历史文献选读 3

新开课 早期经典文献选读 3

44720143 西方古典学专题 3

44720213 国际汉学专题 3

30690084 中国古代文学史（1）（中文系） 4

40690213 古代汉语（2）（中文系） 3

30690743 汉语史概说（中文系） 3

40690783 汉字学（中文系） 3

40691003 音韵学（中文系） 3

40690143 先秦史（历史系） 3

40690093 秦汉史（历史系） 3

30690813 考古学概论（历史系） 3

30690803 中国历史地理（历史系） 3

30690493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历史系） 3

30690643 先秦哲学（哲学系） 3

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哲学系） 4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哲学专业主修课（最低学分要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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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

选课说明：*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课程中至少选 27学分，另外 9 学分可以从汉语言文学专

业主修课程里选，也可以从历史学专业主修课程、哲学专业主修课程或古文字学方向专设主修

课程（出土文献中心开设）中选。

*如果人文基础课中“汉字与中国文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3 门课程均未选，则需从古文字方向标注“*”号的 5门课程中至少选 1门。

①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课程 36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90213 古代汉语（2） 3

30690743 汉语史概说 3

40690783 汉字学 3

44720013 古文字学 3

40691003 音韵学 3

30690753 现代汉语语音及词汇 3

30690663 现代汉语语法 3

30690533 句法基础 3

40690834 文学理论 4

30690773 文化理论专题 3

3069079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3

30690084 中国古代文学史（1） 4

30690184 中国古代文学史（2） 4

30690254 中国古代文学史（3） 4

30690094 中国现代文学史 4

30690613 中国当代文学史 3

40690823 西方文学专题研究 3

30690703 东亚文学专题研究 3

40690823 南亚文学专题研究 3

40691193 欧美现代小说 3

44720203 比较文学导论

30670523 影像传播导论 3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②古文字学方向（申请文学学士学位）专设主修课程 36学分。其中标注“*”号

的5门课程（共15学分），是古文字学方向必选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古文字方向专设专业主修课（最低学分要求：27）

44720133 甲骨学通论与资料选读* 3

34720053 青铜器铭文通论与选读* 3

34720063 战国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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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课 秦汉出土文字资料通论与选读* 3

44720013 古文字学* 3

40691113 《说文解字》通论 3

40690963 先秦历史文献选读 3

新开课 早期经典文献选读 3

44720143 西方古典学专题 3

44720213 国际汉学专题 3

30690084 中国古代文学史（1）（中文系） 4

40690213 古代汉语（2）（中文系） 3

30690743 汉语史概说（中文系） 3

40690783 汉字学（中文系） 3

40691003 音韵学（中文系） 3

40690143 先秦史（历史系） 3

40690093 秦汉史（历史系） 3

30690813 考古学概论（历史系） 3

30690803 中国历史地理（历史系） 3

30690493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历史系） 3

30690643 先秦哲学（哲学系） 3

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哲学系） 4

106914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科学史系） 2

※古文字学方向

选课说明：分别参照上列古文字学方向（申请历史学学士学位）、古文字学方向（申请哲

学学士学位）、古文字学方向（申请文学学士学位）的选课说明。

（3）交叉深化课程 21学分 限选（可从以下课程中选，也可从其他院系专业主修

课程中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1263 微积分（C） 3

10420844 文科数学 4

20420162 统计学基础 2

A类（全校第二外语课程均可计入）

00691613 拉丁语基础（1） 3

00691833 拉丁语基础（2） 3

40690612 拉丁语 2

00692283 古希腊语基础 3

44720024 基础梵语 4

新开课 欧亚古代语言文字学导论 2

新开课 专业第二外语文献研读 3

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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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0472 学术史专题 2

30690483 目录学 3

40690663 中国经学史 3

40691173 晚清史史料导读 3

44720172 中国近代外交史 2

新开课 绿色公众史学 3

40691182 数字人文 2

40690973 数字人文与Python编程 3

40690602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导读 2

40691213 经学概论 3

40691263 跨文化视野下早期中国哲学关键词 3

40691163 英语世界中的道家哲学 3

30690653 形而上学 3

40691152 西方分析哲学史 2

40691013 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 3

40690732 德国社会政治哲学 2

30690552 逻辑学基础理论 2

40690952 逻辑、计算和博弈 2

20690063 数理逻辑 3

20690043 中国现代诗歌鉴赏与写作 3

40690923 科幻文学创作 3

40690903 电影：文化与社会 3

30690693 脑与语言认知 3

新开课 考古学专题 3

00691483 简帛学 3

00692073 出土文献与楚史楚文化 3

00691443 先秦考古发现与艺术史 3

C类

00691422 科学通史 2

00691572 技术通史 2

00692082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2

00692262 西方古代中世纪科学史 2

10691203 科学革命 3

00691922 科学哲学导论 2

0069176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

00691991 分支科学哲学前沿 1

00691652 生命科学史 2

10691532 博物学史 2

00692172 科学仪器史 2

00692212 达尔文革命 2

10691452 媒介史与媒介哲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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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2202 二次元医学社会史 2

00240042 人工智能导论 2

D类

90670093 丝绸之路的跨文化研究 3

30670273 新闻学原理 3

30670293 初级新闻采写 3

30670014 中国新闻传播史 3

30670283 外国新闻传播史 3

80671073 国际传播理论前沿 3

74000373 健康传播 3

30670583 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 3

40701383 人类学经典研读 3

30700853 中国政治思想史 3

40701133 西方政治思想史 3

40701272 中国社会学思想史 2

4070011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上） 3

40700183 西方社会学思想史（下） 3

10590043 全球史中的社会学 3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象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

3．专业实践环节 25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学分 限选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90232 社会实践 2

44720032 暑期外语训练 2 必修其中一

门新开课 跨文化研究方法 3

40690264 专业实习 4

24720092 工程素养与人文实践 2

00670072 写在路上的大篷车课堂 2

10670033 跨喜马拉雅文化廊道初探 3

00670343 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 3

新开课 日新学术工作坊 3

40670483 清影工作坊 3

（2）经典研读与主题研讨+综合论文训练 15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472011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1） 3

4472016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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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2022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3） 3

新开课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4） 3

4472006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1） 3

4472007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2） 3

4472008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3） 3

4472009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4） 3

4472010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5） 3

新开课 综合论文训练 9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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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校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由思政课、体育课、外语课、写作与沟通，通识选修课构成，共47学分，适

用大部分专业，具体要求如下。特殊专业或院系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特殊要求详见各专业培养方案。

校级通识教育 47学分

(1) 思想政治理论课

必修 17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6800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学分

10680061 形势与政策（1） 1学分 建议大一选修

10680081 形势与政策（2） 1学分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学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学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学分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学分

思政实践 2学分 建议大一大二暑期选修

限选课 1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680201 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1学分

学生根据开课情况自主

选择修读学期和课程

00680221 中国共产党历史（“四史”） 1学分

006802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史”） 1学分

00680211 改革开放史（“四史”） 1学分

00050222 生态文明十五讲 2学分

0069176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学分

00050071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1学分

00670091 新闻中的文化 1学分

10691402 悦读马克思 2学分

00691312 当代法国思想与文化研究 2学分

10691412 孔子和鲁迅 2学分

10691452 媒介史与媒介哲学 2学分

01030192 教育哲学 2学分

00460072 中国历史地理 2学分

14700073 西方近代哲学 3学分

10460053 气候变化与全球发展 3学分

00590062 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2学分

00600022 中美贸易争端和全球化重构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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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1162 西方政治制度 2学分

10700043 社会学的想像力：结构、权力与转型 3学分

02090051 当代国防系列讲座 1学分

02090091 高技术战争 1学分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3学分

00680042 中国政府与政治 2学分

00701344 国际关系分析 4学分

00701512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2学分

10700142 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想研究 2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思想道德与法治，3学分，其余课程不做要求。

国际学生对以上思政课程不做要求。

(2) 体育 4学分

第 1-4 学期的体育(1)-(4)为必修，每学期 1 学分；第 5-8 学期的体育专项不设学分，其中第 5-6

学期为限选，第 7-8 学期为任选。学生大三结束申请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需完成第 1-4 学期的体育必修

课程并取得学分。

本科毕业必须通过学校体育部组织的游泳测试。体育课的选课、退课、游泳测试及境外交换学生的

体育课程认定等请详见学生手册《清华大学本科体育课程的有关规定及要求》。

(3) 外语（一外英语学生必修 8学分，一外其他语种学生必修 6学分）

学生 课 组 课 程 课程面向 学分要求

一外

英语

学生

英语综合能力课组

英语综合训练（C1）
入学分级考试 1级

必修

4学分

英语综合训练（C2）
英语阅读写作（B）

入学分级考试 2级
英语听说交流（B）
英语阅读写作（A）

入学分级考试 3级、4级
英语听说交流（A）

第二外语课组

详见选课手册
限选

4学分
外国语言文化课组

外语专项提高课组

一外小语种学生 详见选课手册 6学分

公外课程免修、替代等详细规定见教学门户-清华大学本科生公共外语课程设置及修读管理办法。

注：国际学生要求必修 8学分非母语语言课程，包括 4 学分专为国际生开设的汉语水平提高系列

课程及 4学分非母语公共外语课程。

（4）写作与沟通课 必修 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0691342 写作与沟通 2

注：国际学生可以高级汉语阅读与写作课程替代。

（5）通识选修课 限选 11 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要求学生每个课组至少选修 2 学分。

注：港澳台学生必修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课程，4 学分，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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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6) 军事课程 4 学分 3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2090052 军事理论 2学分

12090062 军事技能 2学分

注：台湾学生在以上军事课程 4 学分和 台湾新生集训 3学分中选择，不少于 3学分。

国际学生必修国际新生集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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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历史学、哲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方向本科指导性教学计划

第一学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2090052 军事理论 2 2

12090062 军事技能 2 2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80053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3

10680061 形势与政策（1） 1 1

10720011 体育(1) 1 2

14201002 英语(1) 2 2

通识选修课（社科、艺术、科学） 3 3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 3

人文

基础课

10691433 历史学是什么 3 3

3069037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3 3

10691123 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 3 3

10691383 老庄研读 3 3

10691213 汉字与中国文化 3 3

10691503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3 3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3

24720033 四书研读 3 3

24720043 西方美术史 3 3

34720013 第一哲学的沉思 3 3

24720053 诗词曲经典研读 3 3

24720061 人文学术导引（必修） 1 1

建议人文基础课程选修不少于 9 9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1019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3

10720021 体育(2) 1 2

14201012 英语(2) 2 2

通识选修课（社科、艺术、科学） 5 5

10691323 现代中国的形成 3 3

人文基础课

10691393 全球史的方法与视角 3 3

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 3

20690013 逻辑学 3 3

40690703 《圣经》与西方文化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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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90513 语文学与人文科学研究 3 3

10691373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 3 3

10691543 清华简与古代文明 3 3

306706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 3

20690033 语言学概论 3 3

30690873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研读 3 3

34720033 《礼记》研读 3 3

34720023 柏拉图的《理想国》 3 3

24720073 《左传》研读 3 3

14720031 牛津Tutorial研讨课程 1 1

24720081 经济与社会史系列讲座 1 1

建议人文基础课程选修不少于 9 9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它说明

44720032 暑期外语训练 2 2 必修其中一门

跨文化研究方法 3 3

10670033 跨喜马拉雅文化廊道初探 3 3

第二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

10720031 体育（3） 1 2

14201022 英语（3） 2 2

40690673 历史文献学 3 3

人文基础课

40690943 伦理学导论 3 3

30690033 古代汉语（1） 3 3

40691103 《诗经》选读 3 3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 3

30690543 孔子研读 3 3

30690863 历史学英语文献阅读 3 3

14720031 牛津Tutorial研讨课程 1 1

40690143 先秦史 3 3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

40690573 晚清史 3 3

40690543 民国史 3 3

40690533 现当代中国史专题 3 3

30690503 史学方法专题 3 3

40690693 俄国史 3 3

30690583 古代-中世纪西方哲学 3 3

哲学专业主修课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 4 4

44720193 《传习录》研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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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30690383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3

30690753 现代汉语语音及词汇 3 3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

修课

30690094 中国现代文学史 3 3

44720203 比较文学导论 3 3

30690663 现代汉语语法 3 3

40691113 《说文解字》通论 3 3 古文字学方向专设

主修课44720013 古文字学 3 3

00691613 拉丁语基础（1） 3 3

交叉深化课

40691013 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 3 3

44720024 基础梵语 4 4

40691213 经学概论 3 3

00692082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2 2

建议专业主修课程选修不少于 9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2

106800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2

10720041 体育（4） 1 2

14201032 英语（4） 2 2

30690393 政治哲学原理 3 3 人文基础课

40690093 秦汉史 3 3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

40690043 魏晋南北朝史 3 3

40690273 宋元史 3 3

40690313 世界近现代史 3 3

30690803 中国历史地理 3 3

30690893 中国近代思想史 3 3

英国史 3 3

30690633 近代西方哲学 3 3

哲学专业主修课

30690643 先秦哲学 3 3

30690562 模态逻辑及其应用 2 2

34720043 肇论研读 3 3

40690363 宗教学原理 3 3

44720183 科学哲学经典研读 3 3

30690084 中国古代文学史（1） 4 4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

课

40690823 西方文学专题研究 3 3

30690613 中国当代文学史 3 3

3069079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3 3

40690213 古代汉语（2） 3 3

44720123 南亚文学专题研究 3 3

44720133 甲骨学通论与资料选读 3 3
古文字学方向专设主

修课

00691833 拉丁语基础（2） 3 3
交叉深化课

00692283 古希腊语基础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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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30690552 逻辑学基础理论 2 2

40691182 数字人文 2 2

40691263 跨文化视野下早期中国哲学关键词 3 3

00691922 科学哲学导论 2 2

4472011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1） 3 3
专业实践环节

4472006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1） 3 3

建议专业主修课程选修不少于 9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它说明

思政实践 2 2 大一或大二夏修读

30690232 社会实践 2 2

24720092 工程素养与人文实践 2 2

00670072 写在路上的大篷车课堂 2 2

日新学术工作坊

建议至少选修1门

第三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10 体育专项（1） / 2

44720153 古地图中的东亚 3 3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

30690303 世界上古中古史 3 3

40691243 法国史

40690793 日本史 3 3

30690583 古代亚洲内陆边疆 3 3

30690463 中国经济史 3 3

30690573 印度史纲要 3 3

30690493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 3 3

30690763 现当代欧陆哲学 3 3

哲学专业主修课

40691202 现当代英美哲学 3 3

40691123 宋明理学 3 3

40690113 应用伦理学 3 3

40691223 现代基督教哲学 3 3

30690743 汉语史概说 3 3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

课

40690834 文学理论 4 4

30690184 中国古代文学史（2） 4 4

40691003 音韵学 3 3

40690963 先秦历史文献选读 3 3
古文字学方向专设

主修课
34720053 青铜器铭文通论与选读 3

44720143 西方古典学专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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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69148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 2 2 科学史系开设主修课

40690663 中国经学史 3 3

交叉深化课

44720172 中国近代外交史 2 2

20690063 数理逻辑 3 3

30690552 逻辑、计算和博弈 2 2

40690973 数字人文与Python编程 3 3

30690693 脑与语言认知 3 3

00691652 生命科学史 2 2

00692262 西方古代中世纪科学史 2 2

绿色公众史学 3 3

00691422 科学通史 2 2

00691991 分支科学哲学前沿 1 1

专业第二外语文献研读 3 3

4472016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2） 3 3
专业实践环节

4472007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2） 3 3

建议专业主修课程选修不少于 6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20 体育专项（2） / 2

40690203 明清史 3 3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40690763 德意志史 3 3

40690683 中国思想史专题 3 3

30690813 考古学概论 3 3

30690783 隋唐佛学 3 3

哲学专业主修课

40690863 逻辑与知识论 3 3

西方马克思主义 3 3

44720043 德国古典美学 3 3

40690193 美学原理 3 3

30690913 语言哲学 3 3

40691293 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 3 3

40690783 汉字学 3 3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

修课

30690254 中国古代文学史（3） 4 4

30690703 东亚文学专题研究 3 3

30670523 影像传播导论 3 3

30690533 句法基础 3 3

34720063 战国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3 3 古文字学方向专设

主修课00692273 国际汉学专题 3 3

30690483 目录学 3 3

交叉深化课

40690472 学术史专题 2 2

40691173 晚清史史料导读 3 3

40691152 西方分析哲学史 2 2

40691163 英语世界中的道家哲学 3 3

40690903 电影：文化与社会 3 3

00691483 简帛学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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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00692073 出土文献与楚史楚文化 3 3

00691443 先秦考古发现与艺术史 3 3

10691203 科学革命 3 3

00691572 技术通史 2 2

0069176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 2

4472022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3） 3 3
专业实践环节

4472008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3） 3 3

建议交叉深化课程选修不少于 6

夏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先修及其它说明

40690264 专业实习 4 4

00670343 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 3 3

40670483 清影工作坊 3 3

建议至少选修1门

第四学年

秋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30 体育专项（3） / 2

40690693 隋唐五代史 3 3 历史学专业主修课

程中国社会史 3 3

伦理学经典研读 3 3
哲学专业主修课程

美学经典导读 3 3

40691193 欧美现代小说 3 3 汉语言文学主修课

程30690773 文化理论专题 3 3

秦汉出土文字资料通论与选读 3 3 古文字学方向专设

主修课程早期经典文献选读 3 3

40690612 拉丁语 2 2

交叉深化课

40690602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导读 2 2

40690732 德国社会政治哲学 2 2

30690653 形而上学 3 3

40690923 科幻文学创作 3 3

20690043 中国现代诗歌鉴赏与写作 3 3

欧亚古代语言文字学导论 3 3

考古学专题 3 3

10691532 博物学史 2 2

00692172 科学仪器史 2 2

00692212 达尔文革命 2 2

10691452 媒介史与媒介哲学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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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00692202 二次元医学社会史 2 2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4） 3 3
专业实践环节

44720093 哲学经典与专题研讨班（4） 3 3

建议交叉深化课程选修不少于 6

春季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先修及其它说明

10720140 体育专项（4） / 2

综合论文训练 9 9 必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