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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平台良好，学术积淀深厚，是文学院最具学术优势的

二级学科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国人的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和审

美能力，确立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都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古代文学的基本理论、文学

史演变、基本知识、作品基本感悟能力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既植根于

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也借鉴世界各国汉学研究和本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

新成功，正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并加深对世界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二级学科现设置诗词学、先秦至隋文学、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文学文献学等学科方向。 

二、适用范围 

一级或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诗词学 

先秦至隋文学 

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 

古代文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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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 

培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古代文学作品感悟能力

强、思想素质高、具有创新性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人才。鼓励学生广泛涉猎

古代文学相关的学科知识，培养既专且广的复合型人才。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知识全面、扎实、综合素质优秀，在中国古代文学所

选方向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能力，较好地掌握古代文学发展史及其相关理论，

有较强的识读领悟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具备

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知识，具备进一步

深造的基础和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硕士学位者能攻

读博士学位，也能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及其邻近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和文化宣

传、新闻出版、现代传媒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以及各级政府机关

和企事业等单位的文字和行政工作。 

四、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2-5年。 

五、培养方式 

硕士生采取课程学习与论文并重的原则，用于学位论文研究时间不得少

于 1年。 

1．制定培养计划 

第一学期内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制定“硕士生个人培养计划”一式

两份，一份由研究生自己保存，一份报学院（所、中心）备案。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学位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在第四

学期之前完成，可在之前设置中期考核。学院（所、中心）根据研究生选题

情况，按二级学科成立若干开题报告审查小组。审查小组由具有研究生培养

经验、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 3-5人组成，对论文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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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难点，明确方向，以保证学位论文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果。 

3．中期考核 

根据本院（所、中心）研究生规模和学科点现状，按照学校研究生中期

考核实施办法提出本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的具体时间和办法，中期考核安

排在第四学期之前进行。 

A、考核在学院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各专业负责实施，组成包括学院（学

科）负责人、导师代表、班主任等在内的若干考核小组（每组成员 3-5人）

进行考核，同时较广泛地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 

B、业务方面主要考核研究生课程学习是否达到规定要求，通过课程学习

反映出来的科研及思维能力；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考核由院学生工作组

会同有关人员进行。 

C、填写“西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自我评估表”，对被考核研究生作出

结论性意见。 

D、经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按考核成绩分为 3种流向： 

a) 硕—博连读或提前攻博：具体要求见学校相关文件。 

b)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具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以论文

为主要参照），可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继续完成硕士学业。 

c) 中止学业：个别成绩较差，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他原

因不宜继续攻读学位者，要求限期改正，限期末改正者中止其学业，按学籍

管理的有关规定，发给相应证书。 

4．学位论文中期进展及检查 

（1）论文研究资料搜集与考察调研：第四学期，导师指导下进行； 

（2）初稿撰写和发表阶段性成果：第五学期，导师指导下进行； 

（3）完成终稿和发表代表性成果，论文进一步完善：第六学期，导师及

论文指导小组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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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001 第一外国语  1 90 3 考试  

1111000002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1 36 2 考试  

 11110000020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 18 1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1111050100001 
中外主文献研读（含研究

生学术道德与论文写作） 
1 36 2 考试  

1111050100063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2 54 3 考试  

1111050100064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2 36 2 考试  

1111050100065 中国小说史研究 1 36 2 考试  

专

业

课 

1111050100066 域外中国诗学研究 1 36 2 考试  

选 

 

修 

 

课 

1111050100067 宋诗与宋诗话专题 2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68 中国古代游侠文学专题 3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69 词学专题 3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0 文学古籍释读专题 3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1 史传文学专题 1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2 小说叙事学专题 3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3 唐诗海外接受专题 2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4 
唐宋要籍与唐宋文化专

题 
2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5 
明清诗文与文学思潮专

题 
1 36 2 

课程 

论文 
 

1111050100076 古代文学文献专题 3 36 2 
课程 

论文 
 

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课程和一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1110050100004 古代汉语 1 60 

备注：不计学分 
1110050100008 中国古代文学史 1 60 

1110050100007 中国现代文学史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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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27 学分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 21 学分（含学术活动+实践训练 4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本表格可加行。 

（二）学术活动 

本专业研究生须参加学术活动，具体而言包括参与学术讲座、学术论坛、

学术会议、文献研读和文献综述等。在学习期间，须参加学术活动不得少于

15 次，学术活动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

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记 2学分。 

（三）实践训练  

本专业研究生需参加实践训练。实践训练包括专业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

实践，硕士研究生须选其中一项实践。专业实践包括参与导师、导师组或本人

主持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科技扶贫、科技咨询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教学实践则

可以通过担任文艺学相关助教、试讲课程、指导实验与实习等形式进行。社会

实践包括深入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业务实习、科技推广

等实际工作。 

专业实践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教学实践担任助教应经历一个完整的

课程教学周期，试讲课程不少于 6 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 学时。入

学前有 2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去教学实践考核，

但须提供有关证明。教学实践由课程主讲教师进行考核；社会实践由社会实践

单位或导师、导师组进行考核。实践训练考核合格后，硕士记 2学分。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原则上，在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之前，硕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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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题要求  

选题有学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门知识；了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中、论证严

密可靠、有明显的专业特色、有新见解。 

完清审核签字手续，向学院提交选题报告一份。 

3.开展形式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为独立的相关学科方向的学术研究。不能是调查研究报告、

模型建立、文献综述等。 

学位论文应由研究生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独立完成。 

4.工作量要求 

由选题到学位论文撰写完成，不得少于 1年。学位论文的撰写，不少于 6

个月。科学研究的持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4个月。论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按

排版篇幅计）。 

5.学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的观点、

材料、数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接受导师指导、

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

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

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等符合学术规范，没有严重错误或使用严重

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系统、逻辑严密，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

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外文拼写错误、笔误和校对

错误等总计不超过论文的千分之三（按排版篇幅计）。 

按学校要求，在《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协议书》上签

名，并附在学位论文首页。 

6.格式要求 

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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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或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审核，

应于入学 1个月内完成。 

（二）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由任课教师负责。

硕士生公共课采用考试方式；学科核心课程闭卷考试成绩占比不得低于 30%。

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线为 75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分。各课程的考核方

式须在教学大纲中予以明确并严格执行。 

（三）学术活动考核 

学术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师

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四）实践训练考核 

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活动报告或总结，由

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五）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由导师组 3-5人组成考核团队，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进行

考核，考核方式为面试问答。学生陈述读书学习进展及收获，导师提问。导师

组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计为合格。合格方可进入论文开题环节。可在开题

之前加设环节进行。 

完清审核签字手续，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一份。 

（六）学位论文 

1．开题：中期考核合格者方可进入开题环节。开题之前完成经导师审核

的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由导师组 3-5人组成开题组，对学生题目构想提出修改

性意见，最后经开题组三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方为合格，可进入学位论文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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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环节。不合格者，在导师指导下重新选定题目，提交开题报告。开题在第四

学期之前完成。 

2．进度检查：进入学位论文撰写环节的学生，至少 1 个月向导师汇报一

次论文撰写进度。根据导师意见及时修正论文。论文不迟于第五学期开学前提

交导师审阅。 

3．查重：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论文文字重合率不超过 20%。 

4．预答辩：硕士学位论文不设置预答辩环节。 

5．盲评：学位论文以盲审方式进行，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

进行，由 3位专家评阅。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有 1位专家评阅不同意答辩，

则推迟答辩毕业。 

6．答辩：由至少 5 位教授、副教授组成答辩组，答辩主席由学科负责人

邀请外单位本学科教授担任。答辩后，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投票决定授予或不授

予硕士学位，答辩主席签署相关文件。原则上第六学期 5月前完成答辩。 

（七）学术成果要求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学分要求和必修

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学位论文以双盲方式进行，通

过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进行，交由 3位专家评阅。采用“一票否决

制”，即一位专家不同意，则推迟举行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至少推迟半年，

论文送审合格后参加答辩，送审方式与第一次一致。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的学习

和考核，增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其它要求按相应学科专业的

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有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学科需提供对应英文版培养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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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所在培养单位学术分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部学术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