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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060101

专业名称：历史学（History）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兵团，服务新疆，面向全国，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史学基本理论素养，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科学研究方法

和历史教学基本技能，具备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和分析研究历史事实的基本能力，拥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和

知识拓展能力，具有健全人格、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能在各级行政机关、中学及相关教育机构、新

闻出版、文博档案管理部门以及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三、毕业要求

（一）素质要求

1．拥有优良道德品质;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时代意识和国际视野;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

严谨的科学精神。

2．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

的人生态度。

（二）知识要求

3．具备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掌握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对相关自然科学的基本知

识亦有所了解。

4．熟悉并掌握历史学的核心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5．了解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要动态;能够运用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解释和认识历史问题与现

实问题，并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文学素养。

6．掌握一定的历史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三）能力要求

7．掌握资料分类、检索、甄别等基本技能，具备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8．拥有较强的古代汉语解读能力，能够查阅和利用相关外文资料，可用外语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

9．熟练掌握电脑及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具备以书面、口语和多媒体方式向社会传播、普及

历史文化与知识的能力。

10．掌握历史教育的基本技能。

11．掌握创新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具备创新创业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四、毕业学分要求

历史学专业毕业生至少修满147个学分，其中必修课119个学分，选修28个学分。

五、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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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核心课程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

当代史、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史学概论、考古学通论。

七、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必修 42.5学分，选修 12学分）

修读要求：通识必修课需修满 42.5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修读 18.5学分，大学外语类课

程修读 10学分，大学计算机类课程修读 3.5学分，军体类课程修读 6学分，自然科学类课程修读 2

学分，创新创业类课程修读 2.5学分）；通识选修课最低选修 12学分（其中劳动教育实践最低选修

5学分，通识拓展类课程最低选修 7学分）

相关说明：

1．大学外语类课程：大学外语类课程分为大学英语（甲类-A、B、C级）、大学日语、大学俄

语和大学英语乙类，CET-4成绩合格可选修甲类 A级大学英语提高阶段课程，要求学生选修大学外

语 1、2、3、4或大学英语提高阶段课程共计 10学分，160学时。大学英语 CET4、6 级成绩在 500
分以上者，可以申请免修第三、四学期大学英语课程；大学英语 CET4、6 级成绩在 551分以上者，

可以申请免修第二、三、四学期大学英语课程，经审核通过后按照标准认定课程成绩。使用 CET-4、
6 级成绩申请大学英语课程免修的，成绩只能认定一次。

2．军体类课程，共计 6学分，包括①《体育与健康》（4学分），由体能选项和技能选项组成，

学生在 1-4 学期修满 2个体能选项学分，1-6学期修满 2个技能选项学分。②《军事与国防教育》（2
学分），由《军事训练》（2周）和《军事与国防教育》（32学时）课程教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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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TB18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24 24 1

TB2100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8 8 1

TB18005 简明新疆地方史教程 2 32 24 8 2

TB22006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2-5

TB18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2

TB18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0 8 4

KB18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2 2周 2周 4暑假

TB18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8 16 5

大学

外语类

课程

修读大学外语（大学英语、大学俄语、大学日语等）修满 10学分，160学时。 1-4

大学

计算机

类课程

TB08008 大学计算机基础 1 16 2 14 1

TB08004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1.5 24 8 16 3

TB20102 信息检索与利用 1 16 8 8 4

体育类

课程、

军事类

课程

TB03003 体育技能（一） 1 32 32 1-6

TB03004 体育技能（二） 1 32 32 1-6

TB03005 军事与国防教育 2 32 12 20 1

TB03006 体能（一） 1 32 20 12 1,3

TB03007 体能（二） 1 32 32 2,4

高等

数学类

课程

TB17107 数学文化 2 32 32 1

创新

创业类

课程

TBC1601 创新创业基础 1.5 24 24 2-5

TBC230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24 10 8 6 1,3,5,7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劳动

教育

实践

模块一 劳动与创新实践 最低选修 2学分，由创新创业实践模块组成。

模块二 第二课堂成绩单

最低选修 3学分，由思想成长、工作履历、

实践实习、志愿公益、文体活动和技能特长

等六个版块组成。

通识

拓展类

课程

模块一 美育类 至少选修一门课，最低选修 1学分。

模块二 自然科学类 最低选修 6学分，“自然科学类”课程不少于 4
学分。模块三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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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育（必修 76.5学分）

修读要求：历史学专业教育分为专业基础课 34学分、专业课 14.5学分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8
学分，全部为专业必修，学生按照课程计划安排进行修读。

相关说明：修读专业教育课程前需要修读通识教育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计算

机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专业

教育

必修

课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ZB18000 历史学专业导论 1 16 16 1

ZB18001 中国古代史（上） 3 48 48 1

ZB18006 中国历史文选（上） 2.5 40 40 1

ZB18011 世界古代史 3.5 56 56 1

ZB18002 中国古代史（下） 3 48 48 2

ZB18007 中国历史文选（下） 3 48 48 2

ZB18012 世界近代史 3.5 56 56 3

ZB18003 中国近代史（上） 3 48 48 3

ZB18013 世界现代史 3 48 48 4

ZB18004 中国近代史（下） 3 48 48 4

ZB18014 世界当代史 2 32 32 5

ZB18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2 32 32 5

ZB18015 欧美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1.5 24 24 6

专业

课程

ZB18017 中国文化史 2 32 32 3

ZB18009 考古学通论 3 48 48 3

ZB18008 中国史学史 2 32 32 5

ZB18016 西方史学史 2 32 32 5

ZB18010 史学概论 2 32 32 6

ZB01031 历史教学论 2 32 32 4

YB01011 历史教学技能实训 1.5 48 48 4

集中

实践

教学

环节

KB18001 专业见习 4 8周 8周 1-4
（寒暑假）

KB18002 学年论文 4 4周 4周 5

KB18003 历史文化遗址考察 2 2周 2周 5

KB18004 毕业实习 8 10周 10周 6

KB18005 毕业论文 10 16周 16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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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性教育（最低选修16学分）

修读要求：专业发展模块修读学分不得低于 12个学分；另外 4学分可根据学生的需求选择修读

本专业的其他个性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个性

教育

选修

课程

专业

发展

模块

GX18004 博物馆学概论 2 32 32 2

GX18009 中国历史地理 2 32 32 2

GX18001 新疆古代史 2 32 32 3

GX18006 中国思想史 2 32 32 4

GX18010 文物鉴定与欣赏 2 32 32 4

GX18003 新疆近现代史 2 32 32 4

GX18005 文化遗产概论 2 32 32 5

GX18013 中亚史纲 2 32 32 5

GX18007 西北民族史 2 32 32 6

GX180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 2 32 32 6

GX18011 史学论文写作 2 32 32 7

GX18012 中国经济史 2 32 32 7

专业

选修

模块

GX01011 教育研究方法 1.5 24 24 2

GX01211 教学简笔画 1 16 8 8 3

GXQ2330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 32 24 8 3

GX01043 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 2 32 32 5

GX01023 教师专业发展 1 16 16 7

GXQ2319 文化人类学 2 32 3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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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教学环节最低学分、学时分配表

（一）各课程类别学分数及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学分及比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小计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42.5 28.9%

54.5 37%
选修课 12 8.2%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 34 23.1%

76.5 52.1%专业课 14.5 9.9%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8 19.1%

个性教育课程
专业选修模块 12 8.2%

16 10.9%
专业发展模块 4 2.6%

合计总学分 147 // // //

（二）各教学环节学分数、学时数分配表

总学分 147

（1）
必修学分 119

选修学分 28

（2）

课内教学学分 97

实验教学学分 15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 30

劳动教育实践学分 5

总学时 3016

（1）
必修课学时 2488

选修课学时 528

（2）
课内教学学时 1582

实践教学学时 1434

实践总学分 50 实践总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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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师范类）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060101

专业名称：历史学（History）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兵团，服务新疆，面向全国，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

思想素质，热爱教育事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具备现

代教育理念以及历史教育专业特长，能够在中学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

优秀历史教师，以及在各类党政企事业单位从事相关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三、毕业要求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

法（暂行）》中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基础，学生毕业时应做到以下八方面的素质、知识和能力：

1．师德规范

1.1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思想政治信念坚定。

1.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职业发展目标明确。

1.3. 执着于教书育人，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依法执教意识，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2．教育情怀

2.1 热爱教育事业，充分理解教师的责任和价值，具有坚定的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

和专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2.2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3 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尊重中学生成长规律与认知规律，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

格，对学生富有爱心和责任心，能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3．学科素养

3.1 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3.2 掌握系统扎实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基础知识，为从事历史教学奠定基础。

3.3 理解历史学科体系，把握学术发展脉络、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

与文化创新能力。

3.4 了解历史学学科与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联系，具有初步的跨学科学习的能力，理解历史学

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价值。

3.5 初步了解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能够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综合运用学科知识和学习科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教学内容问题，提高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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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能力

4.1 准确理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内涵与要点，能够依据课程标准达成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

务。

4.2 了解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科认识特点，在教学实践积极探索研究中，实现突出学科

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

4.3 具备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学业评价、应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等教学基本技能，能够把握

教学重点和难点，具有将单元或专题知识结构化的能力，进而促使教学过程或学习指导中所运用的

教学策略能够凸显历史思维品质。

4.4 具有根据课程标准独立分析和重组教科书内容的能力，以及指导学生拓展历史阅读和写作

的能力；了解文本阅读的内涵和学科价值，有能力开设“史学入门”“史料阅读”这类课程。

5．班级指导

5.1 在班级指导工作中，牢固树立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结合学科教学特色深入理解和贯彻中

学德育工作的原理与方法。

5.2 掌握班级工作规律、原则、方法与策略，具备进行班级组织、建设与管理的工作技能。

5.3 能够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参与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获得积极有效

的教学体验。

6．综合育人

6.1 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为根本目标；通过体育课程和心理

健康等课程了解认识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发展途径和规律。

6.2 深入理解历史学科学科独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注重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历

史思维、人文精神。

6.3 了解学校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与方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参与组织主题教育和社团

活动，具有综合育人的积极体验，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7．学会反思

7.1 了解历史学专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与前沿成果，形成专业发展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7.2 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教育发展需求，掌握国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沿动态，了解国外中等

教育发展趋势，制订专业学习与职业发展规划。

7.3 初步掌握反思方法与反思技能，学会运用审辨性思维方法分析、解决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8．沟通合作

8.1 正确理解学习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与价值，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8.2 掌握倾听、表达、沟通、合作等基本技能，能够与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进行有效

的沟通和交流。通过外语学习，具备初步的外语沟通交流能力。

8.3 能够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小组互助与合作学习，并从中获取经验，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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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学分要求

历史学专业（师范类）毕业生至少修满 157学分，其中必修 129学分，选修 28学分。

五、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

六、专业核心课程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

当代史、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史学概论、考古学通论、教育学、心理学、历史教学论。

七、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共 52.5，必修 40.5学分，选修 12学分）

修读要求：通识必修课需修满 52.5学分（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修读 18.5学分，大学外语类课

程修读 10学分，大学计算机类课程修读 3.5学分，军体类课程修读 6学分，创新创业类课程修读 2.5
学分）；通识选修课最低选修 12学分（其中劳动教育实践最低选修 5学分，通识拓展类课程最低选

修 7学分）

相关说明：

1．大学外语类课程：大学外语类课程分为大学英语（甲类-A、B、C级）、大学日语、大学俄

语和大学英语乙类，CET-4成绩合格可选修甲类 A级大学英语提高阶段课程，要求学生选修大学外

语 1、2、3、4或大学英语提高阶段课程共计 10学分，160学时。大学英语 CET4、6 级成绩在 500
分以上者，可以申请免修第三、四学期大学英语课程；大学英语 CET4、6 级成绩在 551分以上者，

可以申请免修第二、三、四学期大学英语课程，经审核通过后按照标准认定课程成绩。使用 CET-4、
6 级成绩申请大学英语课程免修的，成绩只能认定一次。

2．军体类课程：共计 6学分，包括①《体育与健康》（4学分），由体能选项和技能选项组成，

学生在 1-4 学期修满 2个体能选项学分，1-6学期修满 2个技能选项学分。②《军事与国防教育》（2

学分），由《军事训练》（2周）和《军事与国防教育》（32学时）课程教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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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通识

教育

必修

课程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TB180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24 24 1

TB2100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5 8 8 1

TB18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4 8 2

TB18005 简明新疆地方史教程 2 32 24 8 2

TB22006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2-5

TB18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40 8 4

KB18005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2 2周 2周 4暑假

TB18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8 16 4

大学

外语类

课程

修读大学外语（大学英语、大学俄语、大学日语等）修满 10学分，160学时。 1-4

大学

计算机

类课程

TB08008 大学计算机基础 1 16 2 14 1

TB08004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1.5 24 8 16 2

TB20102 信息检索与利用 1 16 8 8 4

体育类

课程、

军事类

课程

TB03003 体育技能（一） 1 32 32 1-6

TB03004 体育技能（二） 1 32 32 1-6

TB03006 体能（一） 1 32 20 12 1,3

TB03007 体能（二） 1 32 32 2,4

TB03005 军事与国防教育 2 32 12 20 1

创新

创业类

课程

TBC1601 创新创业基础 1.5 24 24 2-5

TBC2302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 24 10 8 6 1,3,5,7

通识

教育

选修

课程

劳动

教育

实践

模块一 劳动与创新实践 最低选修 2学分，由创新创业实践模块组成。

模块二 第二课堂成绩单

最低选修 3学分，由思想成长、工作履历、

实践实习、志愿公益、文体活动和技能特长

等六个版块组成。

通识

拓展类

课程

模块一 美育类 至少选修一门课，最低选修 1学分。

模块二 自然科学类 最低选修 6学分，“自然科学类”课程不少于 4
学分。模块三 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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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教育（必修 88.5学分）

修读要求：学生需修满 88.5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 34学分、专业课 15.5学分、教师教育课程

13.5学分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5.5学分。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
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专

业

教

育

必

修

课

程

专业

基础

课程

ZB18000 历史学专业导论 1 16 16 1
ZB18001 中国古代史（上） 3 48 48 1
ZB18006 中国历史文选（上） 2.5 40 40 1
ZB18011 世界古代史 3.5 56 56 1
ZB18002 中国古代史（下） 3 48 48 2
ZB18007 中国历史文选（下） 3 48 48 2
ZB18012 世界近代史 3.5 56 56 2
ZB18003 中国近代史（上） 3 48 48 3
ZB18013 世界现代史 3.5 56 56 3
ZB18004 中国近代史（下） 3 48 48 4
ZB18014 世界当代史 2 32 32 4
ZB18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 48 48 6

专业

课程

ZB04060 古代汉语 2.5 40 40 1
ZB18009 考古学通论 3 48 48 3
ZB18016 西方史学史 2 32 32 6
ZB18008 中国史学史 2 32 32 6
ZB18010 史学概论 2.5 40 40 6
ZB18015 欧美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 1.5 24 24 6
ZB18018 史学论文写作 2 32 32 6

教师

教育

课程

ZB01000 教育学 2 32 32 2
YB01009 书写技能训练（一） 0.5 16 16 2
ZB01001 心理学 2 32 32 3
YB01010 书写技能训练（二） 0.5 16 16 3
ZB01031 历史教学论 2 32 32 3
ZB01032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1 16 16 3
ZB01002 教师职业道德 1 16 16 4
ZB01003 现代教育技术 2 32 16 16 4
YB01011 历史教学技能实训 1.5 48 48 4
ZB01030 班级管理与班主任工作技能 1 16 8 8 4

集中

实践

教学

环节

YB18003 经典历史文献阅读 2.5 5周 5周 1-5
YB18002 历史文化传播实践 2 2周 2周 2-4
YB18001 专业考察 2 2周 2周 3
KB01001 教育见习 1 1周 1周 4
KB01002 教育实习 10 18周 18周 5
KB18000 毕业论文 8 14周 14周 8



12

（三）个性教育（最低选修16学分）

修读要求：学科发展模块最低选修 12学分，其中跨学科选修至少 2分；教师教育课程模块选修

平台课最低选修 4个学分。

相关说明：学生进行跨学科选修至少 2学分，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选择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

程，也可以选择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周）

学时分配（周）
开课

学期课内

理论

课内

实践

其

他

个性

教育

选修

课程

学科

发展

模块

GX18005 文化遗产概论 2 32 32 3

GX18002 新疆古代史专题 2 32 32 3

GX18009 中国历史地理 2 32 32 3

GX18013 中国文化史 2 32 32 4

GX18014 新疆近现代史专题 2 32 32 4

GX18010 文物鉴定与欣赏 2 32 32 6

GX1800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 2 32 32 6

GX18015 博物馆学概论 2 32 32 7

GX18007 西北民族史 2 32 32 7

GX18016 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1 16 16 7

GX18017 职业教育发展史专题 1 16 16 7

教师

教育

课程

模块

选修

平台课

GX01011 教育研究方法 1.5 24 24 2

GX01022 教师语言与行为艺术 1.5 24 24 2

GX01211 教学简笔画 1 16 8 8 3

GX01013 数字化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1.5 24 8 16 4

GX01029 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 1.5 24 24 4

GX01025 教育测量与评价 2 32 32 4

GX01038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 1.5 24 12 12 4

GX01042 教育政策法规 1.5 24 24 4

GX01043 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 2 32 32 4

GX01023 教师专业发展 1 16 16 7

GX01026 教育哲学 2 32 32 7

GX01040 基础教育热点问题研究 1 16 16 7

YX01019 教学技能分类微格实验 1 32 3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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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教学环节最低学分、学时分配表

（一）各课程类别学分数及学分比例

课程类别

学分及比例

学分 占总学分比例 小计 占总学分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40.5 25.8%

52.5 33.4%
选修课 12 7.6%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 34 21.7%

88.5 56.4%
专业课 15.5 8.6%

教师教育课程 13.5 9.9%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25.5 16.2%

个性教育课程
学科发展课程 12 7.6%

16 10.2%
教师教育选修课程 4 2.6%

合计总学分 157 // // //

（二）各教学环节学分数、学时数分配表

总学分 157

（1）
必修学分 129

选修学分 28

（2）

课内教学学分 107

实验教学学分 17.5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 27.5

劳动教育实践学分 5

总学时 3144

（1）
必修课学时 2616

选修课学时 528

（2）
课内教学学时 1718

实践教学学时 1426

实践总学分 50 实践总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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