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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是广东省最早设立硕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之一， 2012 年

被确立为优势重点学科。拥有一级学科硕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下设中国古代

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侧重于宋

元明清史、晚清民国制度史、华侨华人史、中外关系史、环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典籍等领域研究。中国史学科现有在职教师 41人。其中正高 22 人，副高 12人，

讲师 7人；博导 19人，硕导 22 人。在学科总负责人刘正刚教授的全盘统筹之下，各

二级学科分别由刘正刚教授、刘增合教授、马建春教授、吴宏岐教授、陈广恩教授的

引领前行，成果丰硕。

在 2021 年度，本学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2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项。在《近代史研究》《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文献》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9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

议 30多人次。获得第九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

及“三等奖”各 1项。此外，“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入选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课程教学团队相应获得教育部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及教学名师荣誉称

号。

中国史学科 2021 年招收学术硕士研究生 51 人（外招 7人），毕业 36 人（外

招 0人），授予学位 30 人（外招 0人），在读合计 145 人（外招 13 人）；招收博士

研究生 7人（外招 0人），毕业 9人（外招 2人），授予学位 6人（外招 0人），在

读博士合计 54 人（外招 17 人）。就业方面，硕士合同就业 20 人，灵活就业 4人，

升学 6人。博士合同就业 4人，灵活就业 2人。博士就业以高校为主，硕士就业集中

于中小学等事业单位。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科立足于暨南大学作为侨校在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使命，进一步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校提出的“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的指示，依托教育

部“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央统战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将本学科系列课程打造为融专业知识、文化素养与核

心价值观为一体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

在公共选修课方面，硕士生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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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博士生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要求学生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爱国爱校，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积极为⾀





4

的新模式。在注重内地研究生培养的同时，大力培育海外研究生。教学上采用内、外招

生分流教学，管理上实行内、外招生合班管理，既兼顾不同成长背景生源的差异，又可

加强内、外招生的交流。精简必修课程，增设选修课程，给学生的创新思维提供自由的

延展空间。硕、博学生开设《学科前沿讲座》等课程，有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提升跨

学科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部分课堂采用学生报告，同学辩

难的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大胆地对名家名作、权威论文提出新的看

法，在热烈讨论当中培养思辨意识。充分利用本学科近年获批 40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重大项目 8 项）的科研优势，吸纳优秀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凭借“未来史学精

英培育基地”，加强与博物馆、地方政府等机构的联系，让学生在文书整理、田野考察

等活动中得到提高。依托本学科拥有的省级示范性教师教育平台，让有志于教师行业的

研究生提前体验教学实践。

本学科历来注重与国内外学术界保持良好的交流互动，以此加强学科平台建设，

促进学科朝着优质方向发展。近年来，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李国强研

究员、卜宪群研究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杨一凡名誉学部委员等担任本学科兼

职教授。聘请原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学

术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金翔先生为兼职教授。柔性引进澳门大学王迪教授、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李怀印教授等海外知名学者担任本学科讲座教授。聘请广东革

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琪、广东省博物馆主任白芳、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等

14 家单位的学者担任考古与文博方向的兼职研究生导师。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科采取灵活的质量督导机制，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对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

评阅、答辩等环节实施全程监管。推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00%预答辩制度、双盲评

审制度与论文抽检的责任追究制度。 在历年的教育部学位论文抽检中，本学科毕业生

论文合格率达到 100%，从未出现学术不端的问题论文。

然而，论文抽检合格并不代表所有的毕业论文的质量就已达到理想水平。由于生源

质量所限，多数学生毕业论文只能达到中等程度，优秀的毕业论文并不多见，在学生的

培养上，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六、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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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学科的人才培养质量，简要建议如下：

1．加大生源奖励力度，吸引优质生源报读本学科。

2.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扩大优秀导师队伍。

3.完善导师制度，提高指导频率。

4.严格培养机制，加强学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