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日新书院 

日新书院具体负责历史学专业、哲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英语专业和日语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书院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

为理念，坚持强基固本、综合创新的办学方针和“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培养模式，主要依

托人文学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优质师资力量，同时利用清华大学多学

科交叉的优势，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文科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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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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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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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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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学分，夏季学期 3 周；院系设置课程 108 学分，夏季学期 10 周。 



 清华大学本科培养方案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校级通识教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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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沟

通课，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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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开课 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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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704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  

40691333 全球现代科学史 3  

新开课 古代世界的科技与文明   

B 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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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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42033 希腊神话与文明 3  

30690863 历史学英语文献阅读 3  

40691103 《诗经》选读 3  

24720073 《左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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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明史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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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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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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0313 世界近现代史 3  

40690793 日本史 3  

40690693 俄国史 3  

40690763 德意志史 3  

447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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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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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1532 博物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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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0073 秦汉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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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313 古代中国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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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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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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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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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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1273 《坛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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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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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90383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30690903 西方马克思主义 3  

44720283 《周易》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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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0642 美学经典导读 2  

44720043 德国古典美学 3  

44720183 科学哲学经典研读 3  

40690452 中国哲学经典导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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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0073 秦汉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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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313 古代中国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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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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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1323 文学与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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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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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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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0073 秦汉文字通论与资料选读* 3  

44720013 古文字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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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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313 古代中国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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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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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叉深化课程 21 学分   限选（可从以下目录课程中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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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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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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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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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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1603 逻辑与思维 3  

40690952 逻辑、计算和博弈 2  

20690063 数理逻辑 3  

106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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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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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263 近现代东亚边疆 3  

40691252 当代政治哲学 2  

40691282 当代西方哲学专题 2  

30690923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 3  

C 类 

00691422 科学通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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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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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92172 科学仪器史 2  

00692212 达尔文革命 2  

00692422 全球卫生史 2  

00692363 古今犹太科学史 3  

00692373 阿拉伯世界科学史 3  

新开课 中外科技交流史   

00692432 中国气象学史 2  

新开课 清华理工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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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2342 科学博物馆史 2  

00691692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 2  

00692001 生命科学史与哲学 1  

00692101 经济学、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 1  

00240042 人工智能导论 2  

00692452 人工视角下的人工智能 2  

00692441 人工智能的逻辑基础 1  

D 类 

30670273 新闻学原理 3  

30670293 初级新闻采写 3  

30670014 中国新闻传播史 4  

30670583 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 3  

30670383 新闻评论 3  

3067037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  

00670433 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 3  

40670283 影视制作（1） 3  

40670513 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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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0013 教育学原理 3  

31030033 教育心理学 3  

新开课 人工智能与教育   

新开课 STEA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3．专业实践环节 24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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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323 跨文化写作训练 3 

40690264 专业实习 4  

24720092 工程素养与人文实践 2  

00670072 写在路上的叙事艺术 2  

10670033 跨喜马拉雅文化廊道初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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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0343 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 3  

44720251 日新学术工作坊 1  

40670483 清影工作坊 3  

24700022 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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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223 经典研读与专题研讨（3） 3  

447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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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0309 综合论文训练 9 必修 

 

附：强基计划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主要在强基计划所在基础学科专业培养，也可根据培养方案

在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交叉培养
1
。研究生阶段衔接具体招生专业

和名额以当年学校公布的工作方案为准。 

 

 
 

1 历史专业本研衔接范围：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民族学、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信息资源管理、科学技术史、古文字学。 

哲学专业本研衔接范围：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应用伦理、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中共党史党建学、

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国家安全学、信息资源管理、科学技术史、古文字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研衔接范围：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史、哲学、政治学、民族学、中共党史党建学、考

古学、中国史、信息资源管理、区域国别学、古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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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践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

育理念，发扬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宗旨，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人才；培养既能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和理论宣传工作，又能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研究和实践领域继续深造的高层次人才。 

二、培养要求 

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宽

厚基础、创新思维与全球视野；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功底，拥有较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分析问题和学术创新的能力；掌握中共党史党建理论与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知识；具备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其他相关学科继续深造从而成为拔尖的理论人才的潜质，也具备在党政机关或

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基本素质。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四年，考核合格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0 学分，其中校级通识课程 28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102 学分，专业实践

环节 20 学分。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校级通识教育  28学分 

（1）体育课程、外语课程、军事课程要求详见“校级通识课程” 

（2）数学与计算机  必修 8 学分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0420844       文科数学 4  

20420162 统计学基础 2  

20740042 计算机文化基础 2  

（3）通识选修课 限选 4 学分  

通识选修课包括人文、社科、艺术、科学四大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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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相关课程  102学分 

（1）人文基础课程 21 学分 限选  

A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8009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论 3  必修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  

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  

10691323 现代中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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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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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70043 传播学原理 3  

10691433 历史学是什么 3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10691393 全球史的方法与视角 3  

30670603 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 3  

B类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4720013 第一哲学的沉思 3  

30690863 历史学英语文献研读 3  

24720033 四书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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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0181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导引 1 必修  

14720031 牛津-tutorial 研讨课程 1  

24720081 经济与社会史系列讲座 1  

（2）专业主修课程 63 学分   限选 

※马克思主义理论 

选课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主修课程至少选54学分，另外9学分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主修课程中选，也可以从历史专业主修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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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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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主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最低学分要求：36）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8004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上） 2 必修 

3068023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下） 2 必修 

306802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 2 必修 

3068027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 2 必修 

30680293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导读 2  

3068028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导读 2  

30680162 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2  

3068025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 3  

30680202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 2  

30680143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  

3068013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3  

30680103 中共党史 3 必修 

30680193 党的建设理论 3  

30680123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3 必修 

30680243 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 3  

30680212 毛泽东思想 2 必修 

306801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 必修 

306802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 必修 

10680061 形势与政策（1） 1 必修 

专业进阶课（最低学分要求：18）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新开课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2  

新开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  

30680043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2  

新开课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2  

4068005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  

40680082 中共党史文献学 2  

新开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2  

40680112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2  

40680122 伦理学理论与道德实践 2  

4068010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2  

4068003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  

40680021 文献检索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1  

（3）交叉深化课程 18 学分   限选 

可从以下课程中选，也可从其他院系主修课程中选，全校第二外语课程均可计入。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80113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技发展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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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实践环节  20学分 

（1）夏季学期和实践训练  8 学分 

实践训练由社会实践、专业实践和教学实践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大一、大二暑期进行两次学院

统一组织的社会实践，共计 4 学分，计划前往艰苦农村、工厂等地实习，实习结束后需完成一份实

习报告。大三暑期进行专业实践，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具体确定实践内容，计 3 学分。大三、大四

进行教学实践，选择一学期担任助教工作，计 1 学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

前往海外调研。 

04720022       工程实践与创新 2 必修  

40690472 学术史专题 2  

00692073 出土文献与楚史楚文化 3  

40691173 晚清史史料导读 3  

30690893 中国近代思想史 3  

40691213 经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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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0903 西方马克思主义 3  

40690952 逻辑、计算和博弈 2  

00691572 技术通史 2  

10431014 物理学概论 4  

00691762 当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  

14720072 基础生命科学 2  

00691652 生命科学史 2  

40691182 数字人文 2  

30670383 新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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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00283 社会学概论 3  

10700053 经济学思维 3  

30700653 经济学原理 3  

00590043 中国国情与发展 3  

10660012             法律基础 2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  

40701463 食物、经济与社会 3  

00691422 科学通史 2  

00670453 大众传播与社会 3  

20740063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3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4720084 耕读-劳动教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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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训练  12 学分 

 

 

 

 

 

 

 

 

 

 

 

 

 

 

 

 

 

 

 

 

 

 

 

 

 

 

 

 

 

 

34720093 现代工业系统与劳动实践 3  

新开课 教学实践 1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新开课 时政写作 1  

 学年论文（大三） 2  

 综合论文训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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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英语专业（外文实验班）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秉承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和“中西融汇、古今贯

通、文理渗透”的办学传统，厚植人文根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具备熟练的双语或多

语表达能力、宽厚的语言文学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全面掌握人文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有志于从事跨语言、跨文明文化传播，在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外交、新闻、教育等服务国家战略

和全球治理的领域追求卓越、传承创新的厚德博学之才。 

二、培养成效 

本科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知识、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要求： 

杰出的双语/多语能力； 

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掌握扎实的文学、语言学知识和各种研究类型和方法，展现出在未来继

续深耕相关领域的研究潜力； 

掌握英语文学的历史脉络、代表作品及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能对英语文学作品和

相关文化现象进行解析和独立研究，或 

从“世界文学”意义上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文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把握语言文学在

历史互动中的交互影响、生成和演变，或 

系统掌握英语语言的特点与规律，能够解读英语语言现象,分析、评价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

表现形式、交互作用及影响因素，或 

掌握跨学科的研究能力，通过数字人文方式解读语言与社会、文化、文学； 

拥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能够胜任中外人文交流、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本科学制为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按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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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高年级阶段可以选择研究生课程，完成本研贯通学习。研究生阶段提供与国外一流大学联

合培养的硕士项目。 

 

四、基本学分要求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0 学分，实习实践 11 周。其中，全校统一设置（校级通识教育）课程 34

学分；专业相关课程 98 学分，专业实践环节 1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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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 校级通识教育 34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程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体系”。外语、写作与沟通

课，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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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专业相关课程 98学分 

(1) 专业基础课程 50学分 

专业基础课包含三个课组，每个课组均有最低学分要求。 

语言技能课组 28 学分（本课组课程旨在通过语言技能强化训练培养学生优秀的双语能力和思辨能

力，所有课程均为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42083 阅读与思辨（1） 3  

30642093 阅读与思辨（2） 3  

30642074 写作与思辨（1） 4  

30642174 写作与思辨（2） 4  

30640832 英语视听 2 可免修不免考 

20640092 英语语音 2 可免修不免考 

40641242 英汉互译（1） 2  

 第二外语 8 

可从德语、法语、

意大利语、印地

语、俄语等语种中

选择一门 

语言与逻辑课组 9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语言与心智 3  

10641573 学习科学创新 3  

 语言与智能 3 二上 

 语用文体学导论 2  

30690524 逻辑、语言与哲学 4 至少选一门，可用

同档次或高档次

的逻辑学课程替

代 

20690063 数理逻辑 3 

30690562 模态逻辑及其应用 2 

文学、文化与文明课组 13 学分（可选以下课程或日新书院人文基础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41443 英国文学经典 3 必修 

 美国文学经典 3 必修 

40642033 希腊神话与文明 3  

 西方文明起源 3  

00642272 印度文明 2  

14700343 犹太文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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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093 《史记》研读 3  

10691233 中国古代文明 3  

10691113 西方思想经典与现代社会 3  

 英语戏剧研读 3  

14700143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 2  

 英国文化传统 3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 3  

 

(2) 专业主修课程 30学分 

专业限选课按专业方向排列。学生在咨询导师和相关任课教师意见后，可根据个人兴趣和研究

方向选择课程。选课可以集中在一个方向，也可以一个方向为主，兼跨不同方向。计划攻读研究生

学位的学生可提前选修相关方向的研究生课程。 

语言学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语言的科学探索 3  

30642033 语言与认知 3  

30641322 心理语言学导论 2  

30642103 社会语言学 3  

30642113 阅读心理学概论 3  

30641312 应用语言学导论 2  

40640772 英语史 2  

40641583 现代语言学流派 3  

40641872 二语习得概论 2  

40640052 英语文体学 2  

 语言学研究方法 3  

40640812 句法学导论 2  

 语言与结构 3  

 词类与形态 3 高年级选 

40640742 语义学导论 2  

 意义与语法 3  

 语用与逻辑 3  

 语音学和音韵学 3  

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欧洲古典传统 3  

 古罗马文学与思想史 3  

30641813 西方文学经典入门 3  

 莎士比亚专题研究 2  

40641142 《圣经》与文学 2  

 英国诗歌研读 2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3  

 英文经典与媒介 3  

 欧美浪漫主义的中国文化渊源 2  

 英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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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女性文学传统 2  

40641883 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叙述 3  

00691613 拉丁语基础（1） 3  

00691833 拉丁语基础（2） 3  

40642162 中西相遇(1600 年至今） 2  

40642171 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研讨 1  

30641763 小说阅读与批判思维 3  

翻译、国际传播与国别区域方向（对此方向感兴趣的学生还可选择新闻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公共

管理学院、法学院的相关课程，如国际传播、国际政治、涉外法治等方面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41262 英汉互译（2） 2  

40642083 交替传译 3  

40642182 时政话语翻译 2  

 翻译与全球传播 3  

 翻译：语言、文学与文化 3  

40642093 同声传译 3  

 新闻语篇分析 2  

30641162 英语演讲 2  

 国别与区域研究：原则与方法 2  

外聘 日本政治 2  

外聘 日本经济 2  

外聘 日本外交 2  

外聘 国际关系 2  

40642171 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研讨 1  

 

(3) 交叉深化课程 18 学分（可选以下课程或日新书院文史哲专业古文字学方向交叉

深化课程，也可选各院系专业主修课程；SRT 项目学分可计入本部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探究创新项目 6  

 专题研讨课 3  

 国际组织探究（1） 5 限高飞计划学生 

 国际组织探究（2） 5 限高飞计划学生 

 牛津 tutorial 研讨课程 1 限高飞计划学生 

交叉：语言与人工智能方向（全校通识课程中科学课组部分以及专业基础课程中语言与逻辑课组部

分多选的学分可计入本方向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20250242 人工智能原理 2  

30140523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3  

20740102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2 
二选一 

30511073 计算机语言与程序设计 3 

30160253 机器学习与大数据 3 

三选一 30470104 机器学习 4 

44100552 机器学习 2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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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语言学 3  

 自然语言处理 3  

 语料库语言学 3  

30690693 脑与语言认知 3  

40691182 数字人文 2  

交叉：文明交流互鉴方向（专业基础课程中文学、文化与文明课组部分多选的学分可计入本方向学

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00670372 欧洲媒体、文化与社会 2  

00670433 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 3  

00690022 古代中国-欧洲交流史 2  

00690382 中西文化关系史 2  

00701673 当代世界与中国 3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中印文明交流 2  

3067026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  

40700423 美国政治与外交 3  

44720172 中国近代外交史 2  

40700473 外交学 3  

40691263 跨文化视野下早期中国哲学关键词 3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  

40701123 当代中美关系 3  

 

3. 专业实践环节 18学分 

(1) 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10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舞台上的莎士比亚 3  

 神州万里行实践 3  

 全球田野调查实践 3  

 海外基地研学 3  

 全球胜任力志愿者活动（1） 1  

 全球胜任力志愿者活动（2） 1  

24720092 工程素养与人文实践 2  

44720251 日新学术工作坊 1  

 

(2) 综合论文训练 8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41958 综合论文训练 8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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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日语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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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模式和教育理念，赓续外国

语言文学系兼容并蓄、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具备熟练的以日语为核心

外语的双外语或多外语表达能力、宽厚的语言文学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全面掌握人文学科的基础理

论和研究方法，有志于从事跨语言、跨文明文化传播，活跃于中日两国文化、政治、经贸、外交等各领

域，在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外交、新闻、教育等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的领域追求卓越、传承创新

的厚德博学之才。 

 

二、培养成效 

本科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知识、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要求： 

(a)具备以日语为主要外语的双外语或多外语能力，能够进行跨语种、跨文化有效交流； 

(b)立足世界视角，同时深刻理解日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 

(c)拥有中西融汇的学术视野，具备一定跨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素养，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

文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在日语语言文学传统领域展开深入研究，或 

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文学相关知识，能够在特定领域开展中日英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或 

能够在区域国别视域下从事日本问题或其他相关国家、地区问题研究； 

(d)拥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能够胜任中日人文交流，以及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的相关工作。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日语专业本科学制 4 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按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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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本学分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50 学分，实习实践 8 周。其中，全校统一设置课程（校级通识教育课程）37

学分,实习实践 3 周；院系设置课程 113 学分，夏季学期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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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1．校级通识教育 37 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程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体系”。外语、写作与沟通课，

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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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专业相关课程 99 学分      

（1）专业基础课程 42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包含两个课组，每个课组均有最低学分要求。 

专业核心课程 34 学分（本课组课程全部必修）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41908 基础日语（1） 8 

通过校内考核，且

日语能力考试 N1

合格者，可选择免

修。 

30641872 日语听说（1） 2 

40641488 基础日语（2） 8 

30641922 日语听说（2） 2 

40641724 中级日语语法辨析（1） 4 

40641694 中级日语文化观察（1） 4 

40641712 跨文化交际(1) 2  

40641702 日语语言与媒体(1) 2  

30642012 日语实用写作 2  

二外课程 8 学分（可从以下课程中选择，也可以从非英语的第二外语中选择）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642083 阅读与思辨（1） 3  

30642093 阅读与思辨（2） 3  

30642074 写作与思辨（1） 4  

 语言与心智 3  

10641573 学习科学创新 3  

40641443 英国文学经典 3  

 美国文学经典 2  

 英语戏剧研读 3  

 语言与智能 3  

 语用文体学导论 2  

 

（2）专业主修课程 30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42002 日语经典作品研读 2  

40641773 翻译理论与实践 3  

40641782 日语演讲与辩论 2  

40640282 日语口译（1） 2  

40640362 日语口译（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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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41362 日语论文写作指导 2  

40642143 基于语料库的日语研究 3  

40641724 中级日语语法辨析（2） 4 
通过校内考核，且

日语能力考试 N1

合格者，可选择免

修。 
40641694 中级日语文化观察（2） 4 

40640872 日本社会 2  

40641752 日语语言与媒体(2) 2  

 日本语言研究基础 3 必修 

40642112 日语词汇、符号和语音学 2  

30641382 日本古代文学 2  

30641342 日本近现代文学 2 必修 

40640352 古典日语语法 3  

 

（3）交叉深化课程 27学分（可从以下任意一个类别中选择一个修满学分，也可从日新书

院文史哲专业古文字学方向选，或英语专业交叉深化课程的任一类别中选择一个修满学

分，还可选日新书院人文基础课或各院系专业主修课中课程号以3或4开始的课程；SRT项

目学分可计入本部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探究创新项目 6  

 专题研讨课 3  

日语深化（专业主修课程部分多选的学分可计入本方向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640842 日本历史 2  

40641663 日本电影史与经典作品研讨 3  

40642122 日本语的历史 2  

40642132 日本的漫画语言 2  

40641832 东亚语言与文化 3  

44720203 比较文学导论 3  

30641412 日本文化概论 2  

30690703 东亚文学专题研究 3  

00690052 日本民族研究 2  

30690013 语言哲学 3  

外聘 日本思想史入门 3  

外聘 日本哲学入门 3  

外聘 日本法学入门 3  

日英双外语（专业基础课程中二外课程部分多选的英语课学分可计入本方向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30641322 心理语言学导论 2  

30641312 应用语言学导论 2  

30642103 社会语言学 3  

40641583 现代语言学流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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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40812 句法学导论 2  

40641872 二语习得概论 2  

40640052 英语文体学 2  

40640772 英语史 2  

30641813 西方文学经典入门 3  

 莎士比亚专题研究 2  

40642033 希腊神话与文明 3  

 英国诗歌研读 2  

 英文经典与媒介 3  

40641142 《圣经》与文学 2  

40641343 西方文明起源（1） 3  

30641763 小说阅读与批判思维 3  

区域国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00701673 当代世界与中国 3  

外聘 日本政治 2  

外聘 日本经济 2  

外聘 日本外交 2  

外聘 国际关系 2  

00670372 欧洲媒体、文化与社会 2  

00670433 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 3  

00690022 古代中国-欧洲交流史 2  

00690382 中西文化关系史 2  

00701673 当代世界与中国 3  

00642272 印度文明 2  

10700103 理解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与当代争论 3  

 国别与区域研究：原则与方法 2  

 中印文明交流 2  

20700013 中美关系史 3  

30670263 中国新闻传播史 3  

40700423 美国政治与外交 3  

40700473 外交学 3  

40691263 跨文化视野下早期中国哲学关键词 3  

40700063 当代国际关系史 3  

40701123 当代中美关系 3  

44720172 中国近代外交史 2  

 

3．专业实践环节 14 学分  

（1）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 6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42153 听力会话训练 3  

40641973 日本社会实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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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万里行实践 3  

 全球田野调查实践 3  

 海外基地研学 3  

24720092 工程素养与人文实践 2  

44720251 日新学术工作坊 1  

 

（2）综合论文训练   8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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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书院 

英语专业（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实验班旨在接承清华大学融通中外、兼和日新的文化传统和育人理念，培养熟习世界文学经典、

深研世界文明进程、能够在认知不同国别语种及其社会文化的异同、变迁和交汇中，把握中华文明的传

承和创新，有志于中国人文学术在国际化延伸中发展的创新型厚德博学之才。在强调全面提升学生英语

语言能力和多语种意识的同时，深植人文根基，强化经典阅读，拓宽文化视域，倡导批判创新；发现和

培养具有特殊语言资质、笃学切问、目光高远的学术新人；发现和培养能够驾驭和超越语言层面的熟练

交流，致力于对各民族历史文化深入把握的“英国通”“美国通”“各国通”“国际通，”在跨国族、

跨区域和跨文化研究等领域造诣深厚，能够满足中国高等教育和国家战略需要、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

新时代高层次创新人才。  

二、培养成效 

本实验班是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暨清华大学外文系一体化发展的前沿和基础。综合优化

人文学院、社科学院和苏世民书院等相关院系的教学资源，实验班拥有（国内）一流的国际化教学条件。

本班学生在提高英语听、说、读、译、写能力的同时，须深度掌握中文古文和第二门外语，根据各人的

资质差异，有系统、有选择地学习中国和英国、北美、欧陆、亚洲（含东亚和东南亚）、环太平洋（含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环大西洋（含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主要国家和区域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

哲学、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毕业时应具备:(a)优异的中外文口语和书

面表达能力；(b)从事中外语言文学文化比较研究、与国内外学界进行专业前沿研讨和广泛人文对话的

能力；(c)具有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所需各类领军人才的基本能力、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清华

风格“哲匠之门”应有作用的基础准备。 

 

三、学制与学位授予 

英语专业本科学制 4 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按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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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本学分 

本科培养总学分为 149 学分，实习实践 11 周。其中，全校统一设置课程（校级通识教育课程）43

学分，实习实践 3 周,院系设置课程 106 学分，夏季学期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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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1．校级通识教育 43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军事课程要求详见第 1 页“校级通识教育体系”。 

 (1) 第二外语  4学分 

学生可以从语言中心对全校开设的第二外语中选课（如：德、日、法、俄、意大利、西班牙、拉丁、

韩语等），二外学分不够或不通过者不能获得学士学位。 

（2）写作与沟通课必修2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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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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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生必修中国概况课程，1 门，计入通识选修课学分。  

2．专业教育   106学分 

（1）基础课程   17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30642083 阅读与思辨（1） 3  

30642093 阅读与思辨（2） 3  

30642074 写作与思辨（1） 4  

30642174 写作与思辨（2） 4  

30641973 英文经典阅读 3  

00642203 语言与社会 3  

40641613 理解莎士比亚 3  

 

（2）专业主修课程75学分  

属性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专业必修课（共计

14 学分） 

30641944 英语主题阅读（1） 2  

40642102 英语主题阅读（2） 2  

40641522 学术思维训练（1） 2  

40641492 学术思维训练（2） 2  

80640833 欧洲文学与思想史（上）：十九世纪 3  

80640843 文学与历史 3  

专业限选课（最低

修 61 学分） 

80640793 欧洲文学与思想史（下）：二十世纪 3  

80640642 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理论 3  

40641343 西方文明的起源 3  

30641813 西方文学经典入门 3  

40641603 莎士比亚戏剧选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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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41763 小说阅读与批判思维 3  

30690473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3  

40641862 古典拉丁文  2  

40641853 英国文学史  3  

40642043 尼采与中国 3  

40642033 希腊神话与文明  3  

30641842 论说文写作 2  

40641933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 3  

40641963 小说、历史与现代性  3  

40641943  

 

从西方经典到跨国反思  3  

40641993 比较诗学-从意义到形式  3  

40641913 跨文化与现代国际社会 3  

30641572 口译（1） 2  

30641582 口译（2） 2  

40691133 中国史 3  

40690773 西方现代思想史专题 3  

30690184 中国古代文学史  4  

40690703 《圣经》与西方文化 3  

40641443 英国文学经典  3  

40640772 英语史  2  

 

 

（3）夏季学期实习实践训练6学分8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40642003 莎士比亚戏剧排练 3  

40641973 专业实习 3  

 国内外暑期学校 2  

 短期国内外科研训练与交流 2  

 

（4）综合论文训练要求  8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