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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复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研究生依托文物与博物馆学

系进行培养，本系是国内创办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博

教学与科研高教机构之一。专业方向齐全，涵盖了考古学、

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与文物保护等诸多方向，拥有完整

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培养体系，及博士后流动站。系

全国文博专业研究生教指委秘书长单位、国家文物局文博

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

本系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具有博士学位指导资格的导

师共 18 人，其中教授（研究员）17 人、副教授 1 人。不仅

导师数量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其中的领军人物在全国亦

位列第一。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学术声誉，近年来本学科被

公认为全国高校发展最快的 A+专业；考古学理论、生物考

古、陶瓷考古学、博物馆学、古籍和纸质文物保护修复处

于全国领先，赢得国内外考古文博界和高校的高度赞誉。

本系的思政教育队伍以辅导员为核心力量，为学生成

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引导。目前有研究生辅导员 2 人，

为本系专业教师兼任。此外，研究生导师通过谈心、座谈、

联谊、午餐会、读书会等多种形式，掌握当代新形势下学

生的思想动态，为思政教育找到切实的出发点，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2021 年共招收全日制博士生 22 人，其中直博生 4 人、



统一招考生 17 人、留学生 1 人。直博生中卓博生 3 人。统

一招考报名 77 人、面试 30 人。

有 2 人获得博士学位，在三年学制的情况下，博士延

期毕业率为 100%。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由于本系汇集了国内最多的领军人才，且在学术界的

影响日益显现，因此生源质量方面逐年提高，并名列全国

前茅，本、硕阶段就学于 985 高校的生源占绝大多数，跨

学科比例逐年提升，例如化学、材料、生物、传播学、设

计学等，为培养创新型考古文博复合人才奠定了基础。

结合本校区位优势以及学科条件与特色，复旦大学考

古学科基本定位为：立足长三角（江、浙、沪、皖、赣），

辐射中原（中华文明主根脉）和“一带一路”（福建、广东、

广西以及陕西、甘肃、新疆）。课程体系建设紧紧围绕“展

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这一主题展开，强调理论性与

实践性相结合，文、理、医、艺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

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三位一体的模块化课程教

学体系，将考古学的挖掘、整理、阐释、保护、传播、利

用等内容有机贯通。重点培养科技考古、石窟寺考古与宗

教考古、水下考古、考古学理论、文物保护与管理以及考



古学成果的展示与传播等方向的急需人才。

本系所有博士研究生论文均实行盲审办法，2021 年博

士学位论文送审异议率为 33.3%（1/3），博士学位论文异议

率显著高于硕士学位论文异议率。

强调导师责任制与院系相关专家集体把关相结合，从

招生、培养及学位各环节着手，严把培养质量关：1．提高

博导资格要求。博士生招生原则上向科研活跃的导师倾斜。

2．筛选优势生源。本着“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

严格选拔。3．增加资格考核环节。采取专家小组一票否决

制。4．加大中期考核力度。严格考核博士生论文进展及完

成情况，考实行考核小组成员一票否决制。5．引入更多专

家严格控制预答辩。博士生至少完成论文初稿方可参加预

答辩。实行一票否决制，预答辩通过后方可送审。6．从严

把关学位申请。在学位论文送审过程中，坚决杜绝学术不

端行为。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本学科在建设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人才培养工作的首位，

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强调思政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

合、与基层党建相结合、与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讲究实



效，做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一、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考古学拔尖人才为目标和

使命。

本学科在人才培养上，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

务国家”为根本使命，立足于全国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现状

与趋势，对接国家文化事业发展战略，适应国家考古文博

人才重大需求，以培养具备深厚家国情怀、强烈责任担当、

多学科背景知识、扎实专业素养及国际视野，能够对考古

学领域关键问题进行创新研究、填补空白、凝聚中国力量、

弘扬中华精神的现代考古学急需领军人才为根本目标，与

习总书记关于考古学“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

明瑰宝”、“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讲话

精神保持高度战略一致。

二、以跨学科融合培养为核心主旨

本校考古学科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包括人骨考古、植物

考古、动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和古 DNA 研究在内的五位一

体的生物考古平台，包括石质文物、纸质文物和硅酸盐在

内的文物保护与检测平台，包括智慧博物馆在内的展示传

播平台，包括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平台，

打破传统人才培养目标中的学科壁垒，构建包括考古发掘

与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保护、考古成果展示与传播利用等

在内的完整学科体系，从而形成具有复旦特色并引领学科



发展的全新培养理念与方案。

同时，这一培养目标聚焦我国考古事业对现代考古领

军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联合培养单位不同专业方向高层

次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现状，更加强调人才教育的针对性、

实践性和创新性，以提升中国考古学发展能力、创新能力

和阐释能力，引导文博行业创新性发展，传承及保护中华

优秀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