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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60102） 

山西大学考古学系从 1978 年以来，初期实行隔年招生（隔 1 或 2 年），自 2014 年开始逐年招生。

除考古学专业外，还曾经在 2001、2003 年开办博物馆学专业，并从 2005 年后最终整合为考古学及博

物馆学专业。截止 2018 年，我系已培养本科毕业生近 500 人，通过对近三年本科毕业生的去向进行统

计可以发现，其中约 1/3 选择攻读硕士研究生，约 1/3 选择到与考古、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相关行业就业，

另有约 1/3 选择到其他行业就业。我系在 2002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2005 年获得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博士学位授予点；2010 年获得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考古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点；2012 年获得考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本科到博士后阶段，已然形成一套完整的考古文

博人才培养体系。考古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方面紧

扣这一特点： 

首先，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为构建适应我省考古、博物馆及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积极与产业、行业和用人单

位研讨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制定与工作实践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除传统的考古学课程之

外，紧跟学科发展的趋势，开设有关科技考古、艺术考古、考古技术等前言课程，如《定量考古学》、

《艺术考古概论》、《动物考古学》等等。此外，伴随更多拥有海外学习经历教师的引进，依托相关教

师的擅长领域，在已有基础上再增设 1-2 门双语教学的课程，如《英文考古文献研读》等，同时增添

3-5 种英文教材，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为今后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第二，改善教学条件。 

在学校和学院相关支持下，进一步丰富实验仪器、实践教具和正版教学用软件，并在未来一年内，

系统整理考古专业此前收集的各类人类及动物骨骼遗存并购置标本架，增设骨骼标本实验室，为《体

质人类学》及《动物考古学》课程提供更优质的教学与实践场所。同时，通过山西大学带队发掘以及

合作单位如山西省考古所的支持下，进一步扩大山西大学考古陈列室的藏品范围，提高藏品质量。此

外，在过去三年的实践教学经验的积累之上，进一步提升辛章教学实习基地的硬件条件，以便在保证

生活、学习需求的基础上，继续组织高水平的考古实习。 

第三，强化实践教学。 

以服务文博事业应用型人才需求为面向，一方面，在课程教学当中，实时加强实践内容所占比例，

为更好地理解所学理论内容，阶段性安排学生参观进而参与考古现场的发掘工作；另一方面，增设田

野考古实习基地。与此前已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山西省文物局、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

市考古研究所等省内考古、文博相关机构继续深化合作，下一步计划在大同等地继续挂牌开设旧石器

考古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学习机会。并最终二者结合，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

的同时，更好的为考古文博事业输送全面型人才。 

综上所述，考古学专业力求利用完善的课程设置、负责的课堂教学、优质的教学条件与教学设备、

科学的实践教学以及日益优化的师资队伍，不断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综合素质，一方面继续提高学

生的就业率和考研率，另一方面加强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助力山西省考古文博事业的深

入发展。 

最新专业培养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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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考古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培养目标：培养学生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能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

资料整理及编写发掘报告，并具备进行考古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适合在考古、博物馆、文物研究、

高校、国家机关等文教企事业单位或领域从事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拔尖型领军人才。 

培养要求：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了解考古学的

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和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文物学、博物馆学、古文字

学等方面受到基本训练，从而具备进行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及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了

解考古学的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和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对有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一

定的了解。2、掌握考古学的基本研究与分析方法。3、具备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及编写考古报告

的基本能力。4、熟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文物学、博物馆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博物

馆管理技能。5、了解国内外考古学研究与教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

的基本方法，具备进行考古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二、学制及学位授予类型 

学制：四年 

学位授予类型：考古学学士（Bachelor of Archaeology） 

 

三、学分学时结构 

板块 类  别 学时数 学分数 
小  计 

学分数 比例（%） 

理论

教学

板块 

必

修 

公共课程 464 26 
75 51.4 

专业课程 784 49 

选

修 

公共课程（校本通识课程） 128 8 
26 17.8 

专业课程 288 18 

实践

教学

板块 

必

修 

公共课程 192+1 周 11 

43 29.4 
专业实验 32 1 

实习实践 28 周 28 

创新实践 0 3 

选

修 

实习实践 2 周 2 
2 1.4 

创新实践 0 0 

合  计 1888+31 周 146 146 100 

 

四、理论教学计划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 

 

期 

教学

周数 

学时分配 考核方式 
备注 讲 

授 

实 

验 

实 

践 

习 

题 

考 

查 

开 

卷 

闭 

卷 

公

共

课

程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48 1 16 32  16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2 15 30  18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48 3 15 45  3    √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 5 80 4 15 6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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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军事理论 1 16 1 8 16     √   

大学英语 1 2.5 48 1 16 32 16     √  

大学英语 2 2.5 48 2 16 32 16     √  

大学英语 3 2 48 3 16 16 32     √  

大学英语 4 2 48 4 16 16 32     √  

高等数学 D 2 32 2 16 32      √  

选

修 
校本通识课程 

须修够 8 学分（不可由双学位学分替代）。包括文史哲经典与文

化传承、社会发展与现代性认识、科技进步与科学认识、艺术创作与

审美体验等 4 个模块，由教务处统一组织。 

以上要求必修 27 学分，选修 8 学分，共计 35 学分。 

专

业

课

程 

必

修 

新生研讨课 1 16 1 8 16    √    

中国古代史(上) 4 64 1 16 64      √ H 

中国古代史(下) 4 64 2 16 64      √ H 

世界上古史 3 48 1 16 48      √ H 

考古学导论 2 32 1 16 32     √  H 

考古学史 2 32 7 16 30  2  √   H 

考古学通论 1—旧石

器时代考古 
4 64 1 16 56 8     √ H 

考古学通论 2—新石

器时代考古 
4 64 2 16 60  4    √ H 

考古学通论 3—夏商

周考古 
4 64 3 16 60  4    √ H 

考古学通论 4—战国

秦汉考古 
4 64 4 16 60  4    √ H 

考古学通论 5—三国

至明考古 
4 64 5 16 60  4    √ H 

古文字学概论 4 64 5 16 60  4    √ H 

古人类学概论 2 32 2 16 30  2  √    

科技考古概论 4 64 3 16 56 8   √    

田野考古概论 2 32 4 16 16 16   √    

毕业论文指导 1 16 7 8 16    √    

选

修 

美术考古概论 2 32 4 16 30  2  √    

中国陶瓷 2 32 4 16 30  2  √    

中国青铜器 2 32 4 16 30  2  √    

中国古代建筑 2 32 2 16 30  2  √    

中国古代石窟 2 32 7 16 30  2  √    

博物馆学概论 2 32 3 16 30  2  √    

文物学概论 2 32 5 16 30  2   √   

定量考古 2 32 5 16 30  2   √   

动物考古 2 32 5 16 30  2  √    

植物考古 2 32 7 16 30  2  √    

中国历史文选（上） 2 32 1 16 32      √  

中国历史文选（下） 3 48 2 16 48      √  

历史地理 2 32 5 16 32      √  

以上要求必修 49 学分，选修 18 学分，共计 67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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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教学计划 

课程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学 

分 

数 

学 

时 

数 

学 

 

期 

教学 

周数 
考核方式 备注 

公

共

课

程 

 

军事训练 1  1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1-8  考查  

形势与政策 2  1-8  考查  

体育 1 1 32 1 16 考查  

体育 2 1 32 2 16 考查  

体育 3 1 32 3 16 考查  

体育 4 1 32 4 16 考查  

计算机基础（文科） 2 64 3 16 理论+操作  

以上要求必修 11 学分，共计 11 学分。 

专

业

实

验 

必

修 
考古综合实验 1 32 

1 

3 
4 

12 操作 

旧石器时代考

古(8 学时)、科

技考古概论 (8

学时)、田野考

古概论 (16 学

时)课程实验 

以上要求必修 1 学分，共计 1 学分。 

实

习

实

践 

必

修 

田野考古实习 16  6 16 实习报告  

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上) 1  2 1 实习报告  

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下) 1  4 1 实习报告  

学年论文 2  7 2 论文 撰写发掘报告 

毕业论文 8  8 8 论文与答辩  

选

修 

文化遗产考察实习 1  3 1 实习报告  

文物保护考察实习 1  5 1 实习报告  

以上要求必修 28 学分，选修 2 学分，共计 30 学分。 

创

新

实

践 

必

修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

新创业就业指导 
3  2-7  考查  

选

修 

学科竞赛 4    获奖证书  

科研训练计划 4    
论文或结题报

告 
 

技能培训 2    技能证书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4    
论文或结题报

告 
 

以上要求必修 3 学分，共计 3 学分。 

 

六、教学进度表 

学期 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必修/

选修 
学分数 备注 

1 理论教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3  

军事理论 必修 1  

大学英语 1 必修 2.5  

新生研讨课 必修 1  

中国古代史(上) 必修 4  

世界上古史 必修 3  

考古学导论 必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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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必修/

选修 
学分数 备注 

考古学通论 1—旧石器时代考古 必修 4  

中国历史文选（上） 选修 2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军事训练 必修 1  

体育 1 必修 1  

考古综合实验之一 必修  

第 4 学期全部结束后计 1

学分。本学期为旧石器时

代考古课程实验 

以上必修 23 学分。 

2 

理论教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  

大学英语 2 必修 2.5  

高等数学 D 必修 2  

中国古代史(下) 必修 4  

考古学通论 2—新石器时代考古 必修 4  

古人类学概论 必修 2  

中国古代建筑 选修 2  

中国历史文选（下） 选修 3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体育 2 必修 1  

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上) 必修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20.5 学分。 

3 

理论教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必修 3  

大学英语 3 必修 2  

考古学通论 3—夏商周考古 必修 4  

科技考古概论 必修 4  

博物馆学概论 选修 2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体育 3 必修 1  

计算机基础（文科） 必修 2  

考古综合实验之二 必修  

第 4 学期全部结束后计 1

学分。本学期为科技考古

概论课程实验。 

文化遗产考察实习 选修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17 学分。 

4 理论教学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5  

大学英语 4 必修 2  

考古学通论 4—战国秦汉考古 必修 4  

田野考古概论 必修 2  

美术考古概论 选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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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类别 课程（项目）名称 
必修/

选修 
学分数 备注 

中国陶瓷 选修 2  

中国青铜器 选修 2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体育 4 必修 1  

考古综合实验之三 必修 1 

第 4 学期全部结束后计 1

学分。本学期为田野考古

概论课程实验。 

考古学通论课程实习(下) 必修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17 学分。 

5 

理论教学 

考古学通论 5—三国至明考古 必修 4  

古文字学概论 必修 4  

文物学概论 选修 2  

定量考古 选修 2  

动物考古 选修 2  

历史地理 选修 2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文物保护考察实习 选修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9 学分。 

6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田野考古实习 必修 1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17 学分。 

7 

理论教学 

考古学史 必修 2  

毕业论文指导 必修 1  

中国古代石窟 选修 2  

植物考古 选修 2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学年论文 必修 2 撰写发掘报告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新创业

就业指导 
必修 0.5  

以上必修 6 学分。 

8 
实践教学 

安全教育 必修 0.2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0.25  

毕业论文 必修 8  

以上必修 9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