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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中国语言文学系概况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始创于 1917 年。中文系于 1925 年秋在复旦大学国文部的基础

上扩充建立，归属文学院。当时设系的宗旨有三：（一）顺时代之趋向，整理研究中

国文学；（二）应青年学生学习文学之要求；（三）使全校学生除学习一般应用课程外，

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精修博选的机会，以改进学校国文教学状况。至 30 年代初，中文

系已发展完备，颇具规模，课程亦逐渐丰富完善，并趋向系统化。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文系从文学院独立出来，沪江、圣约翰、东吴、大同、

震旦诸大学及上海学院等校中文系并入复旦。此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始终是中国语言文

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站在中国学界和世界学界的最前列。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复旦中文学科以中文系为主干，陆续新设“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所”（1981）、“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首

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999）、“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2005）等教研机构，形成了多维并举、阵容齐整、优势突出的新格局。2015 年，复

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入选上海“高峰高原”计划 I 类高峰学科名单。2017 年，“中

国语言文学”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2018 年，在学校支持下，中文系

又作为骨干力量，积极参与了“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的建设。2021 年，中国

语言文学系获评教育部第二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中国语言文学拔

尖学生培养基地”。 

历代复旦中文人潜心学术，名师辈出。前有陈望道、刘大白、朱东润、谢六逸、

陈子展、郭绍虞、王欣夫、吴文祺、赵景深、张世禄、蒋天枢、刘大杰、贾植芳、胡

裕树、蒋孔阳、顾易生、王运熙、章培恒等先生，现有裘锡圭、王水照、黄霖、朱立

元、陈尚君、骆玉明、王安忆、陈思和、刘钊、汪涌豪、郜元宝、张新颖、陈引驰、

陈广宏等老师。他们学养湛深，引领后进，为复旦中文赢得了光荣，亦为每一代复旦

中文人所崇仰敬重。 

中文系目前设有本科专业 2 个（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科学学位硕士点 12

个、专业学位硕士点 2 个、博士点 1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 个。由国家级教学名

师、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时任复旦大学

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领衔的“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课程获 2006 年国家级精

品课程，教学团队获 2007 年首届“国家级教学团队”称号。课程系列中的“《周易》

精读”“《庄子》精读”“《说文解字》精读”“《世说新语》精读”“《文心雕龙》精读”

“《四库提要》精读”“《 红楼梦》精读”“鲁迅精读”“沈从文精读”“《普通语言学教

程》精读”等十余种讲义自 2005 年陆续整理出版，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中文系还进一步加强与海外知名高校的学术互动，为本系学生创造并提供各种海



2024级本科生课程学习手册 

3 

外交流机会。 

 

2、本手册编写目的 

根据《复旦大学关于实施 2020 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要求，

复旦大学教务处统一部署编撰“本科生课程学习手册”。通过编撰《复旦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系本科生学习手册》（以下简称“本手册”），旨在帮助同学们全面了解复旦大

学中文系本科生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以及培养方式；帮助同学们熟悉中文

系各专业课程体系；全理安排本科阶段的学习任务并详细指导同学的制定合适的选课

方案。 

 1）根据制定好的课程学习路线，介绍课程之间的先后顺序，使学生知晓要修读

某门课程需要先修读预修课程等。 2）不同基础和需求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

组合方案，实现宽而适当的培养模式。 3）专业取向明确的学生可以选择专门、精深

的培养模式。手册对专业培养课程作全面梳理，并制定出相应课程的学习路线图表，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制定相应课程的修读计划。 4）明确每门课程的

基本信息、教学目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相关课程内容的安排能够有机衔接，

避免出现前后课程内容重叠或脱节现象。   

说明事项：本学习手册是针对 2024 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学生入校后在每个学

期选课时应该仔细阅读本课程学习手册，以便制定合理的后续课程学习计划。 

本手册总结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年教学改革经验，本手册的成书得益于中文系全

体教师的共同努力。 由于时间仓促，手册中难免存在错误，请同学们在使用过程中

及时发现并予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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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生培养体系 

1、专业设置及分流 

中国语言文学系共设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

字学）（强基计划）。在一年级下学期结束前完成专业分流（强基计划学生不参与专业

分流）。专业分流前中文系会组织说明会，详细介绍各专业情况。学生可参看本手册

培养方案中有关“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部分。 

分流过程原则上尊重学生本人志愿。 

相关专业培养学生的目标定位如下： 

汉语言文学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

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高校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

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以及与文化宣传相关的各类复合型专业人才。 

该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古今文学历史发展、文

学理论批评等方面接受到系统教育与专门训练；熟悉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前沿发展，

了解语言文字方面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古典文献阅读、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

本方法；能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有相当了解，具有从事专业研

究的基本能力，文学批评与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 

 

汉语言专业 

汉语言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汉语、语言学及中国文学等方面

的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高校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语言文字管理、语言应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科研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工作的

复合型专业人才。 

该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汉语及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到汉语、语言

学与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语音实验技能、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汉语教学法

及语言调查及研究的专门知识，同时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及社会科学有相

当了解，具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 

 

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 
本专业方向依托于汉语言、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和训练的重点在古文字学各个

研究领域，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语言学理论、汉语汉字研究及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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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献等方面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特别是具备古文字研究各门类基础知识，掌握相

关学科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专门人才，为进一步从事语言文字管理、应用、教学和

研究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2、培养方案及课程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汉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

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高校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

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以及与文化宣传相关的各类复合型专业人才。 

要求学生掌握汉语与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在古今文学历史发展、文学理论

批评等方面接受到系统教育与专门训练；熟悉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和前沿发展，了解语

言文字方面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掌握古典文献阅读、检索与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能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有相当了解，具有从事专业研究的基本

能力，文学批评与鉴赏能力，以及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 

 

二、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须满足通识教育课程（含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培养课程 67 学分（含社会实践 3 学分、学年论文 2 学分、毕业论文 4

学分）和多元发展路径课程的修读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140 学分（含实践学分不低于

21 学分；含美育学分不少于 2 学分，其中至少在“美学和艺术史论类”或“艺术鉴赏

和评论类”课程中修读 1 学分，并至少参与一项艺术实践活动；劳动教育不少于 32

学时，并满足劳动周教育要求），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修读要求，以及留学生的水平测试要求，

参见相应修读说明。 

 

三、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 

（一）通识教育课程(44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要求修读 29 学分，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9 学分，七大模块课

程 10 学分（每模块最多修读 1 门课程，回避第一模块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

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核心课程七大模块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修读建议。 

专项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

案》专项教育课程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修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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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培养课程(67 学分) 

专业培养课程包括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教育课程。 

大类基础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学生应在大类基础课程中的人文类课程中：必

修课程修满 9 学分（课程为“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明”、“哲学导论”、“逻辑

学”，其中“哲学导论”、“逻辑学”二选一），选修课程中修满 6 学分。学生须在一年

级修读完成该类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大类基础

课程和汉语言文学专业修读建议。 

专业核心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52 学分（部分课程学分可用荣誉课程学分替换），设

置如下： 

1.专业必修课程(44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外国文学史 CHIN130009 3 3 0 0 0 5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古典文献学基础 CHIN130221 2 2 0 0 0 5   

比较文学导论 CHIN130012 2 2 0 0 0 6   

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130013 3 3 0 0 0 7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学) CHIN130020 3 3 1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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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2. 限定选修课程(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0 2 3 

选修 8
学分 

鲁迅精读 CHIN130015 2 2 0 0 2 3 

《世说新语》精读 CHIN130056 2 2 0 0 0 3 

马克思主义文论精读 CHIN130231 2 2 0 0 0 3 

李杜精读 CHIN130057 2 2 0 0 0 4 

庄子精读 CHIN130130 2 2 0 0 2 4 

论语精读 CHIN130212 2 2 0 0 0 4 

《文心雕龙》精读 CHIN130017 2 2 0 0 2 5 

《文学理论》精读 CHIN130019 2 2 0 0 2 5 

周作人散文精读 CHIN130090 2 2 0 0 2 5 

《四库提要》精读 CHIN130018 2 2 0 0 0 6 

苏轼精读 CHIN130115 2 2 0 0 2 6 

《乐府诗集》精读 CHIN130270 2 2 0 0 0 春,秋  

（三）多元发展课程 

多元发展包括专业进阶（含荣誉项目）、跨学科发展（含辅修学士学位项目）和

创新创业等不同路径，要求在院系专业导师指导下选择一条发展路径，按路径要求修

读课程。 

1. 专业进阶路径 
修满 29 学分。要求在本专业进阶课程或荣誉课程中修读至少 24 学分，学分不足

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 
专业进阶课程设置如下： 
(1) 专业进阶模块 I（至少选修 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学

时 

含

实

含

劳

含

美

开课 

学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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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学

分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育

学

分 

中国古典美学 CHIN130037 2 2 0 0 2 春 

至少选
修 8 学
分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 CHIN130052 2 2 0 0 0 春 

台港澳文学研究 CHIN130054 2 2 0 0 0 春,秋 

《胡适文存》精读 CHIN130058 2 2 0 0 0 春 

佛教文化与文学 CHIN130065 2 2 0 0 0 秋 

中国文学流派研究 CHIN130083 2 2 0 0 0 春 

中国文学文体研究 CHIN130084 2 2 0 0 0 秋 

中国现代文论 CHIN130085 2 2 0 0 0 春 

中国新诗 CHIN130110 2 2 0 0 2 秋 

现当代话剧专题研究 CHIN130126 2 2 0 0 2 秋 

老舍精读 CHIN130181 2 2 0 0 2 秋 

中国电影史研究 CHIN130184 2 2 0 0 0 春 

中国近代文学 CHIN130191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名著选读 CHIN130214 2 2 0 0 0 春,秋 

唐代社会与文学 CHIN130216 2 2 0 0 0 春,秋 

古代小说研究 CHIN130222 2 2 0 0 2 春,秋 

断代文学研究 CHIN130224 2 2 0 0 0 春,秋 

古籍校释实践 CHIN130233 2 2 1 0 0 春,秋 

唐代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34 2 2 0 0 0 春,秋 

中国翻译文学史 CHIN130247 2 2 0 0 0 春,秋 

先唐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50 2 2 0 0 0 春,秋 

六朝社会与文学 CHIN130252 2 2 0 0 0 春,秋 

敦煌文学概论 CHIN130253 2 2 0 0 0 春,秋 

宋代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54 2 2 0 0 0 春,秋 

中国古典诗学 CHIN130281 2 2 0 0 0 春,秋 

（2）专业进阶模块 II（至少选修 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

实

践

含

美

育

含

劳

动

开

课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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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合

计 

学

分 

教

育

总

学

时 

学

期 

现当代西方美学 CHIN130038 2 2 0 0 2 秋 

至少
选修
8分 

女性文学研究 CHIN130049 2 2 0 0 0 秋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CHIN130075 2 2 0 0 2 秋 

中外文学关系 CHIN130088 2 2 0 0 0 春 

西方古典美学 CHIN130093 2 2 0 0 2 春 

民间文学经典研究 CHIN130100 2 2 0 0 0 
春,

秋 

民间文学导论 CHIN130120 2 2 0 0 0 秋 

西方美学经典导读 CHIN130129 2 2 0 0 2 秋 

比较史诗研究 CHIN130197 2 2 0 0 0 秋 

中西文艺学名著导读 CHIN130211 2 2 0 0 2 
春,

秋 

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专题 CHIN130218 2 2 0.5 0 0 
春,

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

秋 

文学翻译 CHIN130232 2 2 1 0 0 
春,

秋 

法国文学专题 CHIN130235 2 2 0 0 0 
春,

秋 

英诗经典导读 CHIN130272 2 2  0 0  0 
春,

秋 

近现代中西侦探小说与电影专题研究 CHIN130274 2 2 0 0 0 
春,

秋 

欧美文学批评概论 CHIN130277 2 2 0 0 0 
春,

秋 

诠释学与人文研究 CHIN130278 2 2 0 0 0 
春,

秋 

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 CHIN130279 2 2 0 0 0 
春,

秋 

20世纪抒情诗学 CHIN130280 2 2 0 0 0 
春,

秋 

藏语Ⅰ PHIL130165 2 2 0 0 0 秋 

藏语Ⅱ PHIL130166 2 2 0 0 0 春 

巴利语Ⅰ PHIL130167 2 2 0 0 0 秋 

巴利语Ⅱ PHIL130168 2 2 0 0 0 春 

 

2.荣誉项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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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项目课程设置和修读要求请见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荣誉项目”实施方案。下

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

档。 

3. 跨学科发展路径 

修满 30学分。要求修读 2个非本专业独立开设的学程，可选择专业学程或跨学科学

程。学分不足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 

学程课程详见教务处学程项目网页，下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

（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完成学程修读要求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

学程证书。 

4.辅修学士学位路径 

要求至少修读本专业进阶课程满 10学分和 1个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辅修学士学位应

与主修学士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大类。 

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课程设置详见教务处辅修学士学位项目网页，下载地址：

http://www.jwc.fudan.edu.cn/（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完成辅

修学士学位项目修读要求，且达到学校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辅

修学士学位证书。 

5.创新创业路径 

修满 30学分。要求修读 1个创新创业学院开设的创新创业学程，以及 1个非本专业

独立开设的学程。学分不足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创新创业学

程课程详见教务处学程项目网页，下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复

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 

 

其他 

选择多元发展课程模块和学程时，专业进阶课程模块或辅修学士学位项目均可以冲

抵学程，专业培养和多元发展路径共享的课程只计算一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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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结构图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识教育专项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44学分） 多元发展课程 

1、专业进阶路径 

2、荣誉项目路径 

3、跨学科发展路径 

4、辅修学士学位路径 

5、创新创业路径 

现代汉语（上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下） 

古代汉语（上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下） 

语言学概论 

外国文学史 

文学概论 

古典文献学基础 

比较文学导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学） 

社会实践 

学年论文 

毕业论文 

专业培养课程（67 学分） 

 

 

 

 

限

定

选

修

课

程 

 

马克思主义文论精读 

《文学理论》精读 

诗骚精读 

论语精读 

庄子精读 

《世说新语》精读 

《文心雕龙》精读 

李杜精读 

苏轼精读 

《四库提要》精读 

鲁迅精读 

周作人精读 

《乐府诗集》精读 

（选 8 学分）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中国文学经典 

中国古代文明 

哲学导论或逻辑学 

人文类基础选修课程（选 6 学

分）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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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汉语、语言学及中国文学等方面的系统知

识和专业技能，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高校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语言

文字管理、语言应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科研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专

业人才。 

要求学生掌握汉语及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到汉语、语言学与中

国文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语音实验技能、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汉语教学法及语言

调查及研究的专门知识，同时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及社会科学有相当了解，

具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能力和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 

 

二、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须满足通识教育课程（含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44 学分、专业培养课程 67 学分（含社会实践 3 学分、学年论文 2 学分、毕业论文 4

学分）和多元发展路径课程的修读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140 学分（含实践学分不低于

21 学分；含美育学分不少于 2 学分，其中至少在“美学和艺术史论类”或“艺术鉴赏

和评论类”课程中修读 1 学分，并至少参与一项艺术实践活动；劳动教育不少于 32

学时，并满足劳动周教育要求），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修读要求，以及留学生的水平测试要求，

参见相应修读说明。 

 

三、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 

（一）通识教育课程(44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要求修读 29 学分，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9 学分，七大模块课

程 10 学分（每模块最多修读 1 门课程，回避第一模块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

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核心课程七大模块和汉语言专业修读建议。 

专项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

案》专项教育课程和汉语言专业修读建议。 

（二）专业培养课程(67 学分) 

专业培养课程包括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教育课程。 

大类基础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学生应在大类基础课程中的人文类课程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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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程修满 9 学分（课程为“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明”、“哲学导论”、“逻辑

学”，其中“哲学导论”、“逻辑学”二选一），选修课程中修满 6 学分。学生须在一年

级修读完成该类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3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大类基础

课程和汉语言专业修读建议。 

专业核心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52 学分（部分课程学分可用荣誉课程学分替换），设

置如下： 

1.专业必修课程(50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备注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音韵学 CHIN130133 2 2 0 0 0 5  

文字学 CHIN130185 2 2 0 0 0 5  

语法学 CHIN130239 2 2 0 0 0 5  

汉语方言学 CHIN130160 2 2 1 0 0 6  

训诂学 CHIN130186 2 2 0 0 0 6  

修辞学 CHIN130240 2 2 0 0 0 6  

专业英语(汉语言) CHIN130031 3 3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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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史 CHIN130241 2 2 0 0 0 7  

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2.限定选修课程(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2 0 5 

  

 
选修 2
学分 

《普通语言学教程》精

读 
CHIN130024 2 2 0 0 0 5 

《说文解字》精读 CHIN130026 2 2 0 0 0 6 

《语言论》精读 CHIN130156 2 2 0 0 0 6 

老子精读 CHIN130276 2 2 0 0 0 6 

（三）多元发展课程 

多元发展包括专业进阶（含荣誉项目）、跨学科发展（含辅修学士学位项目）和

创新创业等不同路径，要求在院系专业导师指导下选择一条发展路径，按路径要求修

读课程。 

1. 专业进阶路径 
修满 29 学分。要求在本专业进阶课程或荣誉课程中修读至少 24 学分，学分不足

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 
专业进阶课程设置如下： 
（1）专业进阶模块 I（至少 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实

践学

分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西方语言学 CHIN130030 2 2 0 0 0 春,秋 
 

社会语言学 CHIN130137 2 2 0.5 0 0 秋 
 

语义学 CHIN130138 2 2 0 0 0 春 
 

语用学 CHIN130147 2 2 0 0 0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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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 CHIN130149 2 2 0 0 0 秋 
 

计算语言学 CHIN130155 2 2 0 0 0 秋 
 

生成语言学 CHIN130163 2 2 0 0 0 春 
 

实验语音学 CHIN130164 2 2 1 0 0 秋 
 

语言统计学 CHIN130168 2 2 0 0 0 春 
 

中国手语语言学 CHIN130173 2 2 1 0 0 春 
 

语音学与音系学

概论 
CHIN130200 2 2 0 0 0 春,秋 

至少
选修
8学
分 

现代语言学 CHIN130209 2 2 0 0 0 春,秋 
 

语言类型学 CHIN130213 2 4 0 0 0 春,秋 
 

神经语言学 CHIN130217 2 2 0 0 0 春,秋 
 

历史比较语言学 CHIN130219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秋 
 

语言发声和感知

的解剖生理机制 
CHIN130236 2 2 0 0 0 春,秋 

 

心理语言学 CHIN130244 2 2 0 0 0 春,秋 
 

地理语言学入门 CHIN130268 2 2 0 0 0 春,秋 
 

藏语Ⅰ PHIL130165 2 2 0 0 0 秋 
 

藏语Ⅱ PHIL130166 2 2 0 0 0 春 
 

巴利语Ⅰ PHIL130167 2 2 0 0 0 秋 
 

巴利语Ⅱ PHIL130168 2 2 0 0 0 春  

（2）专业进阶模块 II（至少 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近代汉语 CHIN130134 2 2 0 0 0 春 

 

汉语修辞学史 CHIN130139 2 2 0 0 0 秋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CHIN130140 2 2 0 0 0 春 

汉语史 CHIN130143 2 2 0 0 0 春 

语言哲学 CHIN130150 2 2 0 0 0 春,秋 



2024级本科生课程学习手册 

16 

古文字学 CHIN130153 2 2 1 0 0 秋 

《马氏文通》精读 CHIN130154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词汇学 CHIN130159 2 2 0 0 0 春 

汉语认知语言学 CHIN130161 2 2 0 0 0 春,秋 

中国语言学论著选读 CHIN130176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语法词汇史 CHIN130177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语音史 CHIN130178 2 2 0 0 0 春 

《修辞学发凡》研究 CHIN130201 2 2 0 0 0 春,秋 

新媒体语言研究 CHIN130215 2 2 0 0 0 春,秋 

语篇语言学 CHIN130237 2 2 0 0 0 春,秋 

语言类型与共性 CHIN130273 2 2 0 0 0 春,秋 
全英语

课程 

汉字源流与中国传统文

化 
CHIN130275 2 2 0 0 0 春,秋  

2.荣誉项目路径 

荣誉项目课程设置和修读要求请见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荣誉项目”实施方案。下

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

档。 

3. 跨学科发展路径 

修满 30学分。要求修读 2个非本专业独立开设的学程，可选择专业学程或跨学科学

程。学分不足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 

学程课程详见教务处学程项目网页，下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

（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完成学程修读要求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

学程证书。 

4.辅修学士学位路径 

要求至少修读本专业进阶课程满 10学分和 1个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辅修学士学位应

与主修学士学位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大类。 

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课程设置详见教务处辅修学士学位项目网页，下载地址：

http://www.jwc.fudan.edu.cn/（复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完成辅

修学士学位项目修读要求，且达到学校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的学生可获得相应的辅

修学士学位证书。 

5.创新创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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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满 30学分。要求修读 1个创新创业学院开设的创新创业学程，以及 1个非本专业

独立开设的学程。学分不足部分可在全校所有本科生课程中任意选修。创新创业学

程课程详见教务处学程项目网页，下载地址：http://www.jwc.fudan.edu.cn/（复

旦大学教务处）-专业培养-常用文档。 

 

其他 

选择多元发展课程模块和学程时，专业进阶课程模块或辅修学士学位项目均可以冲

抵学程，专业培养和多元发展路径共享的课程只计算一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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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专业课程结构图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识教育专项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44学分） 

现代汉语（上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下） 

古代汉语（上下） 

语言学概论 

语音学 

文学概论 

音韵学 

文字学 

语法学 

汉语方言学 

训诂学 

修辞学 

语言学史 

 

 

 

 

专业培养课程（67 学分） 

 

限

定

选

修

课

程 

诗骚精读 

《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 

《说文解字》精读 

《语言论》精读 

老子精读 

（选 2 学分） 

多元发展课程 

1、专业进阶路径 

2、荣誉项目路径 

3、跨学科发展路径 

4、辅修学士学位路径 

5、创新创业路径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中国文学经典 

中国古代文明 

哲学导论或逻辑学 

人文类基础选修课程（选 6 学分）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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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教学培养方案（强基班适用）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本专业方向依托于汉语言、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和训练的重点在古文字学各个

研究领域，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语言学理论、汉语汉字研究及中国古

典文献等方面系统知识和专业技能，特别是具备古文字研究各门类基础知识，掌握相

关学科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专门人才，为进一步从事语言文字管理、应用、教学和

研究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二、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类型：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须满足通识教育课程（含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42 学分、专业培养课程 74 或 75 学分（含社会实践 3 学分、学年论文 2 学分、毕业

论文 4 学分）和强基专业发展课程的修读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140 或 141 学分（含实

践学分不低于 21 或 21.15 学分；含美育学分不少于 2 学分，其中至少在“美学和艺

术史论类”或“艺术鉴赏和评论类”课程中修读 1 学分，并至少参与一项艺术实践活

动；劳动教育不少于 32 学时，并满足劳动周教育要求），达到学位要求者授予文学学

士学位。 

 

三、培养方式 

本专业方向学生学制四年，实行动态管理，第四学期和第六学期初，由本系拔

尖学生培养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两次学业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学业成绩、强基专业发

展课程修读情况、课题研究情况、古文字研究志趣、综合素养等,这两次学业考核中

任意一次未通过的学生均须退出强基班，平级转入汉语言或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 

学生如确有学习困难，可于第四学期或第六学期学期初，主动申请退出强基

班，平级转入汉语言或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经补录、转专业等方式转入强基班的

学生不可申请退出。 

未通过学业考核退出强基班或主动申请退出强基班转入汉语言或汉语言文学专

业就读的学生，不享受校内转专业政策及推免政策，不可申请转段。 

在强基班名额有空缺的情况下，平级汉语言或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可于第四学

期初，主动提出申请参加强基学业考核，经本系拔尖学生培养工作领导小组考核通

过后可转入强基班就读，享受强基班转段政策。 

关于强基班退出转入工作以入学后本系面向强基学生发布的相关工作细则为

准。     

本专业方向实行本研衔接培养，两次学业考核均通过的学生，经本系拔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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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第六学期可获得转段申请资格，可向本校相关院系申

请攻读研究生，相关工作以当年本系强基计划学生本研衔接转段工作实施细则为

准。     

获得转段拟录取资格的学生，可在第四学年修读相关二级学科的研究生课程，

实现本科与研究生培养课程贯通、学术研究贯通、学位层次贯通，促进连续性学习

和知识积累，进一步强化基础学科的基础训练。 

 

四、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 

（一）通识教育课程(42 学分) 

通识教育课程包括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和专项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要求修读 27 学分，含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19 学分，七大模块课

程 8 学分（每模块最多修读 1 门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

方案》核心课程七大模块和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修读建议。 

专项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

案》专项教育课程和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修读建议。 

（二）专业培养课程(74 或 75 学分) 

专业培养课程包括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教育课程。 

大类基础课程要求修读 15 学分。学生应在大类基础课程中的人文类课程中：必

修课程修满 9 学分（课程为“中国文学经典”、“中国古代文明”、“哲学导论”、“逻辑

学”，其中“哲学导论”、“逻辑学”二选一），选修课程中修满 6 学分。学生须在一年

级修读完成该类课程。课程设置详见《复旦大学 2024 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大类基础

课程和汉语言（古文字学方向）专业修读建议。 

专业核心教育课程要求修读 59 或 60 学分（部分课程学分可用荣誉课程学分替

换），设置如下： 

1.专业必修课程(57 或 58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备注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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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外国文学史 CHIN130009 3 3 0 0 0 5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音韵学 CHIN130133 2 2 0 0 0 5   

文字学 CHIN130185 2 2 0 0 0 5   

古典文献学基础 CHIN130221 2 2 0 0 0 5   

语法学 CHIN130239 2 2 0 0 0 5   

比较文学导论 CHIN130012 2 2 0 0 0 6  

汉语方言学 CHIN130160 2 2 1 0 0 6   

训诂学 CHIN130186 2 2 0 0 0 6   

修辞学 CHIN130240 2 2 0 0 0 6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学) CHIN130020 3 3 1 0 0 7 

全英语

课程，

二选

一，退

出强基

转入汉

语言文

学专业

的修读

专业英

语（汉

语言文

学），强

基及退

出强基

转入汉

语言专

业的修

读专业

英语

（汉语

言） 

专业英语(汉语言) CHIN130031 3 3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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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130013 3 3 0 0 0 7 
二选

一，退

出强基

转入汉

语言文

学专业

的修读

中国文

学批评

史，强

基及退

出强基

转入汉

语言专

业的修

读语言

学史 

  

语言学史 CHIN130241 2 2 0 0 0 7 

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2.限定选修课程(2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

实

践

学

分

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2 0 5 

  
古文字学 CHIN130153 2 2 1 0 0 5 

《说文解字》精读 CHIN130026 2 2 0 0 0 6 

（三）强基专业发展课程（24 学分） 
A 组或 B 组或 C 组，任意一组强基专业发展课程修满 24 学分。 
1.A 组课程设置如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周

学

时 

含实

践学

分合

计 

含

劳

动

教

育

总

学

时 

含

美

育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四库提要》精读 CHIN130018 2 2 0 0 0 6   

《普通语言学教程》精

读 
CHIN130024 2 2 0 0 0 5   

庄子精读 CHIN130130 2 2 0 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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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 CHIN130134 2 2 0 0 0 春   

语义学 CHIN130138 2 2 0 0 0 春   

汉语史 CHIN130143 2 2 0 0 0 春   

《语言论》精读 CHIN130156 2 2 0 0 0 6   

汉语词汇学 CHIN130159 2 2 0 0 0 春   

汉语语法词汇史 CHIN130177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语音史 CHIN130178 2 2 0 0 0 春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论语精读 CHIN130212 2 2 0 0 0 4   

语言类型学 CHIN130213 2 4 0 0 0 春秋   

历史比较语言学 CHIN130219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秋   

古籍校释实践 CHIN130233 2 2 1 0 0 春秋   

甲骨学概论 CHIN130255 2 2 0 0 0 春秋   

商周金文概论 CHIN130256 2 2 0 0 0 春秋   

战国文字概论 CHIN130257 2 2 0 0 0 春秋   

秦汉文字概论 CHIN130258 2 2 0 0 0 春秋   

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 CHIN130259 2 2 0 0 0 春秋   

敦煌学概论 CHIN130260 2 2 0 0 0 春秋   

古文字学经典论著导读 CHIN130261 2 2 0 0 0 春秋   

古文字工具书与数字化

资源 
CHIN130262 2 2 0 0 0 春秋   

古汉语语文基础 CHIN130263 2 2 0 0 0 春秋   

汉语上古音基础 CHIN130264 2 2 0 0 0 春秋   

汉字源流与中国传统文

化 
CHIN130275 2 2 0 0 0 春,秋  

2. B 组课程设置如下： 

详见汉语言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专业进阶课程设置。 

3. C 组课程设置如下： 

详见汉语言文学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专业进阶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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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课程结构图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通识教育专项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42学分） 

现代汉语（上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中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下） 

古代汉语（上下） 

语言学概论 

文学概论 

语音学 

音韵学 

文字学 

古典文献学基础 

外国文学史 

语法学 

汉语方言学 

训诂学 

修辞学 

比较文学导论 

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二选

一） 

专业英语（汉语言）、专业英语（汉

语言文学）（二选一） 

社会实践 

学年论文 

毕业论文 

专业培养课程（74 或 75 学分） 

限

定

选

修

课

程 

诗骚精读 

古文字学 

《说文解字》精读 

（选 2 学分） 

 

强基专业发展课程 

以下任意一组课程修

满 24 学分 

1、A组课程 

2、B组课程 

3、C组课程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中国文学经典 

中国古代文明 

哲学导论或逻辑学 

人文类基础选修课程（选 6 学

分） 

大

类

基

础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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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课指导 

1、指导性修读计划 

汉语言文学专业“2+X”修读建议 

分类 

应

修

学

分 

课程/模块名

称 
学分 

周

学

时 

修读 

要求 
课程代码 

周学时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核

心 

29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90 3                 

思想道德与法

治 
3 3 必修 PTSS110089 3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3 3 必修 PTSS110088   3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3 3 必修 PTSS110087     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82       3           

强国之路：形

势、政策与使

命 

2 2 必修 
见思想政治

理论课模块

课程列表 

0.5 0.5 0.5 0.5 ① ① ① ①   

思想政治理论

课模块 B组课

程 

2 2 选修   2               

1文史经典与

文化传承模块

课程 

2~3 2~3 

必选

10学

分

(每

模块

≤1

门，

回避

第一

模块

课

程) 

见核心课程

七大模块课

程列表 

                  

2哲学智慧与

批判性思维模

块课程 

2~3 2~3 

3文明对话与

世界视野模块

课程 

2~3 2~3 

4社会研究与

当代中国模块

课程 

2~3 2~3 

5科学探索与

技术创新模块

课程 

2 2 

6生态环境与

生命关怀模块

课程 

2 2 

7艺术创作与

审美体验模块

课程 

2 2 

专

项

教

育 

15 

复旦大学英语

水平测试① 
0 / 必考 /                   

大学外语课程 2~4 2~4 
原则上

不少于

4学分 

见大学外语课

程列表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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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教学专项 
至少2
学分 

至少

2学
时 

必选 

见人工智能教

学专项课程列

表 

≥2                 

体育课程 4 8 必选 
见体育课程

列表 
2 2 2 2           

军事理论 2 2 必修 见军事理论 2                 

军事技能 2 / 必修 见军事技能                   

创新创意创业课程 / / 选修 

见专项教育课

程创新创意创

业部分 

        

心理健康教育 1~2 / 必选 

见专项教育

课程心理健

康教育部分 

1~2             

总学

时不

少于

32 学

时 

实验室安全教育 / / 必修 

见专项教育课

程实验室安全

教育部分 

                

专

业

培

养 

大

类

基

础 

15 

中国文学经典 3 3 必修 CHIN120012 3                 

中国古代文明 3 3 必修 HIST120012 3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2   
3 

              

逻辑学 3 3 PHIL120013                 

人文类基础选

修课程 
6 6 选修 

见大类基础

课程人文类

基础课程列

表 

4 2               

专

业

核

心 

52 

现代汉语(上) 2 2 必修 CHIN130002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6 2                 

现代汉语(下) 2 2 必修 CHIN130003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中) 2 2 必修 CHIN130007   2               

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4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8     2             

语言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1     2             

古代汉语

（上） 
2 2 必修 CHIN130226     2             

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5       2           

古代汉语

（下） 
2 2 必修 CHIN130227       2           

外国文学史 3 3 必修 CHIN130009         3         

文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0         2         

古典文献学基

础 
2 2 必修 CHIN130221         2         

比较文学导论 2 2 必修 CHIN130012           2       

中国文学批评

史 
3 3 必修 CHIN130013             3     

专业英语（汉

语言文学） 
3 3 必修 CHIN130020             3     

社会实践 3 3 必修 CHIN130267           ①       

学年论文 2 2 必修 CHIN130206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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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4 4 必修 CHIN130023               ①   

限定选修课程 8 8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2 2 2 2       

多

元

发

展

② 

专

业

进

阶

路

径 

29 

专业进阶课程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学

专业培养方案 
    

24 

专业

进阶

课程

2个

模块

修满

24学

分，

每个

模块

至少

修读

8学

分 

专业进阶课程I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学

专业培养方案 
    

任意选修课程 5   选修   5   

荣

誉

项

目 

          

见中国语言

文学系本科

荣誉项目实

施方案 

                  

跨

学

科

发

展

路

径 

30 

学程 I 15-20   
必选

2个

非本

专业

独立

开设

的学

程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学程 II 15-20           15-20   

任意选修课程    选修       

辅

修

学

士

学

位

项

目 

50 

专业进阶课程 10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10   

非本专业辅修

学士学位课程 
40   选修 

见教务处辅

修学士学位

项目网页 

        40   

创

新

创

业

路

径 

30 

学程 15-20   必选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创新创业学程 15-20   必选         15-20   

任意选修课程    选修      

注：                

①据院系通知安排 

②任选一种多元发展路径 

③应修学分：专业进阶路径 140 学分，跨学科发展路径和创新创业路径 141 学分，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路径
161 学分 
④每学期选修学分不得超过 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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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2+X”修读建议（留学生适用） 

分类 

应

修

学

分 

课程/模块名称 学分 

周

学

时 

修读 

要求 
课程代码 

周学时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核

心 

8 

1文史经典与文

化传承模块课程 
2~3 2~3 

必选

8学

分

(每

模块

≤1

门,

回避

第一

模块

课

程) 

见核心课程

七大模块课

程列表 

                  

2哲学智慧与批

判性思维模块课

程 

2~3 2~3 

3文明对话与世

界视野模块课程 
2~3 2~3 

4社会研究与当

代中国模块课程 
2~3 2~3 

5科学探索与技

术创新模块课程 
2 2 

6生态环境与生

命关怀模块课程 
2 2 

7艺术创作与审

美体验模块课程 
2 2 

专

项

教

育 

18 

复旦大学英语水

平测试① 
0 / 必考 /                   

大学外语课程 2~4 2~4 

原则

上不

少于

4学

分 

见大学外语

课程列表 
2 2               

人工智能教学专

项 

至少 2
学分 

至

少
2
学

时 

必选 

见人工智能

教学专项课

程列表 

≥
2                 

创新创意创业课

程 
/ / 选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创新创

意创业部分 

                  

中国概况(上) 2 2 必修 ICES110012 2                 

中国概况(下) 2 2 必修 ICES110013   2               

留学生基础汉语 4 4 

必选 

见专项教育

课程留学生

中国语言与

文化素养课

程部分 

4               具体

请参

见留

学生

修读

说明 留学生专业汉语 4 4 

见专项教育

课程留学生

中国语言与

文化素养课

程部分 

  4             

专

业

培

养 

大

类

基

础 

15 

中国文学经典 3 3 必修 CHIN120012 3                 

中国古代文明 3 3 必修 HIST120012 3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2   
3 

              

逻辑学 3 3 PHIL1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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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类基础选修

课程 
6 6 选修 

见大类基础

课程人文类

基础课程列

表 

4 2               

专

业

核

心 

52 

现代汉语(上) 2 2 必修 CHIN130002 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 2 2 必修 CHIN130006 2                 

现代汉语(下) 2 2 必修 CHIN130003   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 2 2 必修 CHIN130007   2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4     2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下) 2 2 必修 CHIN130008     2             

语言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1     2             

古代汉语（上） 2 2 必修 CHIN130226     2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5       2           

古代汉语（下） 2 2 必修 CHIN130227       2           

外国文学史 3 3 必修 CHIN130009         3         

文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0         2         

古典文献学基础 2 2 必修 CHIN130221         2         

比较文学导论 2 2 必修 CHIN130012           2       

中国文学批评史 3 3 必修 CHIN130013             3     

专业英语（汉语

言文学） 
3 3 必修 CHIN130020             3     

社会实践 3 3 必修 CHIN130267           ①       

学年论文 2 2 必修 CHIN130206           ①       

毕业论文 4 4 必修 CHIN130023               ①   

限定选修课程 8 8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2 2 2 2       

多

元

发

展

② 

专

业

进

阶

路

径 

29 

专业进阶课程 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24 

专业

进阶

课程

2个

模块

修满

24学

分，

每个

模块

至少

修读

8学

分 

专业进阶课程

I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任意选修课程 5   选修   5   

荣

誉

项

目 

          

见中国语言

文学系本科

荣誉项目实

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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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学

科

发

展

路

径 

30 

学程 I 15-20   
必选

2个

非本

专业

独立

开设

的学

程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学程 II 15-20           15-20   

任意选修课程     选修                     

辅

修

学

士

学

位

项

目 

50 

专业进阶课程 10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10   

非本专业辅修学

士学位课程 
40   必选 

见教务处辅

修学士学位

项目网页 

        40   

创

新

创

业

路

径 

30 

学程 15-20   必选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创新创业学程 15-20   必选         15-20   

任意选修课程     选修                     

注：                

①据院系通知安排              

②任选一种多元发展路径              

③应修学分：专业进阶路径 122 学分，跨学科发展路径和创新创业路径 123 学分，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路径 143 学
分 

  

④每学期选修学分不得超过 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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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专业“2+X”修读建议 

分类 

应

修

学

分 

课程/模块名

称 

学

分 

周

学

时 

修读 

要求 
课程代码 

周学时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核

心 

29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90 3                 

思想道德与

法治 
3 3 必修 PTSS110089 3                 

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 
3 3 必修 PTSS110088   3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3 3 必修 PTSS110087     3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82       3           

强国之路：

形势、政策

与使命 

2 2 必修 
见思想政治

理论课模块

课程列表 

0.5 0.5 0.5 0.5 ① ① ① ①   

思想政治理

论课模块 B

组课程 

2 2 选修   2               

1文史经典与

文化传承模

块课程 

2~3 2~3 

必选

10

学分

(每

模块

≤1

门,

回避

第一

模块

课

程) 

见核心课程

七大模块课

程列表 

                  

2哲学智慧与

批判性思维

模块课程 

2~3 2~3 

3文明对话与

世界视野模

块课程 

2~3 2~3 

4社会研究与

当代中国模

块课程 

2~3 2~3 

5科学探索与

技术创新模

块课程 

2 2 

6生态环境与

生命关怀模

块课程 

2 2 

7艺术创作与

审美体验模

块课程 

2 2 

专

项

教

育 

15 

复旦大学英

语水平测试

① 

0 / 必考 /                   

大学外语课

程 
2~4 2~4 

原则

上不

少于

4学

分 

见大学外语

课程列表 
2 2               

人工智能教

学专项 

至

少
2

至

少
2

必选 

见人工智能

教学专项课

程列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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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 
学

时 

体育课程 4 8 必选 
见体育课程

列表 
2 2 2 2           

军事理论 2 2 必修 见军事理论  2               

军事技能 2 / 必修 见军事技能                   

创新创意创

业课程 
/ / 选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创新创

意创业部分 

                  

心理健康教

育 
1~2 / 必选 

见专项教育

课程心理健

康教育部分 

1~2             

总学

时不

少于

32 学

时 

实验室安全

教育 
/ / 必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实验室

安全教育部

分 

                

累计

不少

于 16

学时 

专

业

培

养 

大

类

基

础 

15 

中国文学经

典 
3 3 必修 CHIN120012 3                 

中国古代文

明 
3 3 必修 HIST120012 3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2   
3 

              

逻辑学 3 3 PHIL120013                 

人文类基础

选修课程 
6 6 选修 

见大类基础

课程人文类

基础课程列

表 

4 2               

专

业

核

心 

52 

现代汉语(上) 2 2 必修 CHIN130002 2                 

中国古代文

学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6 2                 

现代汉语(下) 2 2 必修 CHIN130003   2               

中国古代文

学史(中) 2 2 必修 CHIN130007   2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4     2             

中国古代文

学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8     2             

语言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1     2             

古代汉语

（上） 
2 2 必修 CHIN130226     2             

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5       2           

语音学 2 2 必修 CHIN130187       2           

古代汉语

（下） 
2 2 必修 CHIN130227       2           

文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0         2         

音韵学 2 2 必修 CHIN130133         2         

文字学 2 2 必修 CHIN130185         2         

语法学 2 2 必修 CHIN130239         2         

汉语方言学 2 2 必修 CHIN130160           2       

训诂学 2 2 必修 CHIN130186           2       

修辞学 2 2 必修 CHIN1302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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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汉
语言) 3 3 必修 CHIN130031             3     

语言学史 2 2 必修 CHIN130241             2     

社会实践 3 3 必修 CHIN130267           ①       

学年论文 2 2 必修 CHIN130206           ①       

毕业论文 4 4 必修 CHIN130023               ①   

限定选修课

程 
2 2 必选 

见汉语言专

业培养方案 
        2       

多

元

发

展

② 

专

业

进

阶

路

径 

29 

专业进阶课

程 I 

8-

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24 

专业

进阶

课程

2个

模块

修满

24

学

分，

每个

模块

至少

修读

8学

分 

专业进阶课

程 II 

8-

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任意选修课

程 
5   选修   5   

荣

誉

项

目 

          

见中国语言

文学系本科

荣誉项目实

施方案 

                  

跨

学

科

发

展

路

径 

30 

学程 I 
15-

20 
  

必选

2个

非本

专业

独立

开设

的学

程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学程 II 
15-

20 
          15-20   

任意选修课

程 
    选修                     

辅

修

学

士

学

位

项

目 

50 

专业进阶课

程 
10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10   

非本专业辅

修学士学位

课程 

40   必选 

见教务处辅

修学士学位

项目网页 

        40   

创

新

创

业

路

径 

30 

学程 
15-

20 
  必选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创新创业学

程 

15-

20 
  必选         15-20   

任意选修课

程 
    选修                     

注：                

①据院系通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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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任选一种多元发展路径              

③应修学分：专业进阶路径 140 学分，跨学科发展路径和创新创业路径 141 学分，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路径 161 学分 

④每学期选修学分不得超过 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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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专业“2+X”修读建议（留学生适用） 

分类 

应

修

学

分 

课程/模块

名称 
学分 

周

学

时 

修读 

要求 
课程代码 

周学时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核

心 

8 

1文史经典

与文化传

承模块课

程 

2~3 2~3 

必选

8学

分

(每

模块

≤1

门,

回避

第一

模块

课

程) 

见核心课程

七大模块课

程列表 

                  

2哲学智慧

与批判性

思维模块

课程 

2~3 2~3 

3文明对话

与世界视

野模块课

程 

2~3 2~3 

4社会研究

与当代中

国模块课

程 

2~3 2~3 

5科学探索

与技术创

新模块课

程 

2 2 

6生态环境

与生命关

怀模块课

程 

2 2 

7艺术创作

与审美体

验模块课

程 

2 2 

专

项

教

育 

18 

复旦大学

英语水平

测试① 

0 / 必考 /                   

大学外语

课程 
2~4 2~4 

原则

上不

少于

4学

分 

见大学外语

课程列表 
2 2               

人工智能

教学专项 

至少 2
学分 

至

少
2
学

时 

必选 

见人工智能

教学专项课

程列表 

≥
2                 

创新创意

创业课程 
/ / 选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创新创

意创业部分 

                  

中国概况

(上) 
2 2 必选 ICES110012 2                 

中国概况

(下) 
2 2 必选 ICES11001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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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基

础汉语 
4 4 

必选 

见专项教育

课程留学生

中国语言与

文化素养课

程部分 

4               
具体请

参见留

学生修

读说明 
留学生专

业汉语 
4 4 

见专项教育

课程留学生

中国语言与

文化素养课

程部分 

  4             

专

业

培

养 

大

类

基

础 

15 

中国文学

经典 
3 3 必修 CHIN120012 3                 

中国古代

文明 
3 3 必修 HIST120012 3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2   
3 

              

逻辑学 3 3 PHIL120013                 

人文类基

础选修课

程 

6 6 选修 

见大类基础

课程人文类

基础课程列

表 

4 2               

专

业

核

心 

52 

现代汉语

(上) 2 2 必修 CHIN130002 2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6 2                 

现代汉语

(下) 2 2 必修 CHIN130003   2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中) 2 2 必修 CHIN130007   2               

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

(上) 
2 2 必修 CHIN130004     2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8     2             

语言学概

论 
2 2 必修 CHIN130011     2             

古代汉语

（上） 
2 2 必修 CHIN130226     2             

中国现当

代文学史

(下) 
2 2 必修 CHIN130005       2           

语音学 2 2 必修 CHIN130187       2           

古代汉语

（下） 
2 2 必修 CHIN130227       2           

文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0         2         

音韵学 2 2 必修 CHIN130133         2         

文字学 2 2 必修 CHIN130185         2         

语法学 2 2 必修 CHIN130239         2         

汉语方言

学 
2 2 必修 CHIN130160           2       

训诂学 2 2 必修 CHIN130186           2       

修辞学 2 2 必修 CHIN130240           2       

专业英语

(汉语言) 3 3 必修 CHIN130031             3     

语言学史 2 2 必修 CHIN130241             2     

社会实践 3 3 必修 CHIN130267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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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 2 2 必修 CHIN130206           ①       

毕业论文 4 4 必修 CHIN130023               ①   

限定选修

课程 
2 2 必选 

见汉语言专

业培养方案 
        2       

多

元

发

展

② 

专

业

进

阶

路

径 

29 

专业进阶

课程 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24 

专业进

阶课程 2

个模块

修满 24

学分，

每个模

块至少

修读 8

学分 

专业进阶

课程 II 
8-16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任意选修

课程 
5   选修   5   

荣

誉

项

目 

          

见中国语言

文学系本科

荣誉项目实

施方案 

                  

跨

学

科

发

展

路

径 

30 

学程 I 15-20   
必选

2个

非本

专业

独立

开设

的学

程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学程 II 15-20           15-20   

任意选修

课程 
    选修                     

辅

修

学

士

学

位

项

目 

50 

专业进阶

课程 
10   必选 

见汉语言文

学专业培养

方案 

        10   

非本专业

辅修学士

学位课程 

40   必选 

见教务处辅

修学士学位

项目网页 

        40   

创

新

创

业

路

径 

30 

学程 15-20   必选 
见教务处学

程项目网页 

        15-20   

创新创业

学程 
15-20   必选         15-20   

任意选修

课程 
    选修                     

注：                

①据院系通知安排              

②任选一种多元发展路径              

③应修学分：专业进阶路径 122 学分，跨学科发展路径和创新创业路径 123 学分，辅修学士学位项目路径 143 学
分 

 

④每学期选修学分不得超过 3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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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修读建议（强基班适用） 

分类 

应

修

学

分 

课程/模块名

称 
学分 

周

学

时 

修读 

要求 
课程代码 

周学时学期安排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

识

教

育 

通

识

核

心 

27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90 3                 

思想道德与法

治 
3 3 必修 PTSS110089 3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3 3 必修 PTSS110088   3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3 3 必修 PTSS110087     3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3 3 必修 PTSS110082       3           

强国之路：形

势、政策与使

命 

2 2 必修 
见思想政治

理论课模块

课程列表 

0.5 0.5 0.5 0.5 ① ① ① ①   

思想政治理论

课模块 B组课

程 

2 2 选修   2               

1文史经典与

文化传承模块

课程 

2~3 2~3 

必选

8学

分

(每

模块

≤1

门,

回避

第一

模块

课

程) 

见核心课程

七大模块课

程列表 

                  

2哲学智慧与

批判性思维模

块课程 

2~3 2~3 

3文明对话与

世界视野模块

课程 

2~3 2~3 

4社会研究与

当代中国模块

课程 

2~3 2~3 

5科学探索与

技术创新模块

课程 

2 2 

6生态环境与

生命关怀模块

课程 

2 2 

7艺术创作与

审美体验模块

课程 

2 2 

专

项

教

育 

15 

复旦大学英语

水平测试① 
0 / 必考 /                   

大学外语课程 2~4 2~4 

原则

上不

少于

4学

分 

见大学外语

课程列表 
2 2               

人工智能教学

专项 

至少 2
学分 

至

少
2
学

时 

必选 

见人工智能

教学专项课

程列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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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 4 8 必选 
见体育课程

列表 
2 2 2 2           

军事理论 2 2 必修 见军事理论  2               

军事技能 2 / 必修 见军事技能                   

创新创意创业

课程 
/ / 选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创新创

意创业部分 

                  

心理健康教育 1~2 / 必选 

见专项教育

课程心理健

康教育部分 

1~2             
总学时

不少于

32 学时 

实验室安全教

育 
/ / 必修 

见专项教育

课程实验室

安全教育部

分 

                
累计不

少于 16

学时 

专

业

培

养 

大

类

基

础 

15 

中国文学经典 3 3 必修 CHIN120012 3                 

中国古代文明 3 3 必修 HIST120012 3                 

哲学导论 3 3 二选

一 

PHIL120012   
3 

              

逻辑学 3 3 PHIL120013                 

人文类基础选

修课程 
6 6 选修 

见大类基础

课程人文类

基础课程列

表 

4 2               

专

业

核

心 

59
或

60 

现代汉语(上) 2 2 必修 CHIN130002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6 2                 

现代汉语(下) 2 2 必修 CHIN130003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中) 2 2 必修 CHIN130007   2               

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上) 2 2 必修 CHIN130004     2             

中国古代文学

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8     2             

语言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1     2             

古代汉语

（上） 
2 2 必修 CHIN130226     2             

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下) 2 2 必修 CHIN130005       2           

语音学 2 2 必修 CHIN130187       2           

古代汉语

（下） 
2 2 必修 CHIN130227       2           

外国文学史 3 3 必修 CHIN130009         3         

文学概论 2 2 必修 CHIN130010         2         

音韵学 2 2 必修 CHIN130133         2         

文字学 2 2 必修 CHIN130185         2         

古典文献学基

础 
2 2 必修 CHIN130221         2         

语法学 2 2 必修 CHIN130239         2         

比较文学导论 2 2 必修 CHIN130012           2       

汉语方言学 2 2 必修 CHIN130160           2       

训诂学 2 2 必修 CHIN130186           2       

修辞学 2 2 必修 CHIN13024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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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汉

语言文学） 
3 3 

必

修，

二选

一 

CHIN130020             3   

退出强

基转入

汉语言

文学专

业的修

读专业

英语

（汉语

言文

学），

强基及

退出强

基转入

汉语言

专业的

修读专

业英语

（汉语

言） 

专业英语(汉语

言) 3 3 CHIN130031             3   

中国文学批评

史 
3 3 

必

修，

二选

一 

CHIN130013             3   

退出强

基转入

汉语言

文学专

业的修

读中国

文学批

评史，

强基及

退出强

基转入

汉语言

专业的

修读语

言学史 

语言学史 2 2 CHIN130241             2   

社会实践 3 3 必修 CHIN130267           ①       

学年论文 2 2 必修 CHIN130206           ①       

毕业论文 4 4 必修 CHIN130023               ①   

限定选修课程 2 2 必选 

见中国语言

文学类(古

文字学）专

业培养方案

（强基班适

用） 

    2       

强

基

专

业

发

展 

专

业

进

阶 

24 

A组 24 24 必选 

见中国语言

文学类(古

文字学）专

业培养方案

（强基班适

用） 

    24 A组、

B组、

C组任

意一组

修满

24学

分 B组 24 24 必选 

见中国语言

文学类(古

文字学）专

业培养方案

（强基班适

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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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 24 24 必选 

见中国语言

文学类(古

文字学）专

业培养方案

（强基班适

用） 

    24 

注：                

①据院系通知安排 

②应修学分：强基及退出强基转入汉语言专业的 140学分，退出强基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141 学

分 

③每学期选修学分不得超过 3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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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课原则说明 

1、指导性修读计划是总结多年教学经验后得出的，课程的学分分布、基础与进

阶均在计划中有所反映。请尽量遵照计划选课。 

2、大类必修课必须在第一二学期修完。 

3、有出国出境交流计划的同学，如计划按期毕业，需早做在校期间修读课程的

合理规划，交流期间尽量选修能将学分转回的课程。转交流学分原则： 

1）交流学校课程内容与名称与我校课程相同或相似，在提交转学分申请时，需

附上教学大纲备案。 

2）拟转的交流学校课程学分或学时不能少于我校课程学分或学时。 

3）交流转换学分只计学分数，不计绩点（GPA）。 

4、中文系本科生第六学期结束后的暑期安排两个月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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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简介 

1、关于课程简介的说明 

1）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因正处于转型期，学校近期开课名称和课程内容均有变动，

请同学们参照选课时提供的教学大纲。 

2）专业课程，尤其是专业必修课，大部分以平行班形式开课，每个班授课内容与

方式各有不同，请同学们以选课时所选平行班的教学大纲为准。 

专业选修课最能体现学术前沿和教师最新研究成果，因而每年授课内容可能会有较

大变化，亦请同学们以选课时下载的教学大纲为准。 

3）本部分所涉课程不包括留学生课程。 
 

2、通识教育课程 

1)中文系开设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学

分 

含美

育学

分 

含劳

动教

育总

学时 

开

课

学

期 

 

古典诗词导读 CHIN119001 2 2   2   
春

秋 
  

《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 CHIN119003 2 2   2   
春

秋 
  

唐诗经典与中国文化传统 CHIN119004 2 2   2   
春

秋 
  

唐宋八大家古文 CHIN119007 2 2   2   
春

秋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CHIN119008 2 2   2   
春

秋 
  

中国新诗导读 CHIN119009 2 2   2   
春

秋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  CHIN119011 2 2   2   
春

秋 
  

《史记》导读 CHIN119012 2 2       
春

秋 
  

宋词导读 CHIN119013 2 2   2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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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传统文化 CHIN119014 2 2   2   
春

秋 
  

《红楼梦》与人生 CHIN119016 2 2   2   
春

秋 
  

《三国志》导读 CHIN119017 2 2   2   
春

秋 
  

《文选》与中古社会 CHIN119018 2 2   2   
春

秋 
  

中国现代散文导读  CHIN119019 2 2   2   
春

秋 
  

《谈艺录》导读 CHIN119023 2 2   2   
春

秋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  CHIN119024 3 3   3   
春

秋 
  

《西游记》导读  CHIN119025 2 2   2   
春

秋 
  

陶渊明精读 CHIN119026 2 2   2   
春

秋 
 

《艺术即经验》导读 CHIN119020 2 2   2   春秋  

现代散文经典选读 CHIN119027 3 3       春秋  

游戏与文化 CHIN119028 2 2       春秋  

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 CHIN119029 2 2       春秋  

 

2)中文系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学

分 

含美

育学

分 

含劳

动教

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赏析 CHIN110001 2 2   2   春秋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 CHIN110002 2 2   2   春秋 

  古代散文鉴赏 CHIN110004 2 2   2   春秋 

  古代名剧鉴赏 CHIN110007 2 2   2   春秋 

  大学语文 CHIN110008 2 2       春秋 

  当代世界文学 CHIN110009 2 2       春秋 

  当代文学鉴赏 CHIN110010 2 2   2   春秋 

  东西方美学思潮 CHIN110011 2 2   2   春秋 

  古代文学选讲 CHIN110012 2 2   2   春秋 

  汉语写作 CHIN110013 2 2       春秋 

  现代文学思潮 CHIN110015 2 2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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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艺术审美 CHIN110017 2 2   2   春秋 

  中国民俗文化 CHIN110025 2 2   2   春秋 

  风俗与文学 CHIN110026 2 2       春秋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与文化 CHIN110027 2 2   2   春秋 

  华语电影评析 CHIN110029 2 3   2   春秋 

  《旧约》与中国现代作家 CHIN110030 2 2       春秋 

  语言交际与人际沟通 CHIN110038 2 2       春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导论 CHIN110039 2 2       春秋 

 世界科幻电影导论 CHIN110049 2 2       春秋 

 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当代艺术 CHIN110050 2 2       春秋 

  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CHIN110051 3 40 1.5     暑期 

 

3、大类基础课程 
1）中文系开设的大类基础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含实践

学分 

含美育

学分 

含劳动

教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中国文学经典 CHIN120012 3 3   3  春秋 

 

2）中文系开设的大类基础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含实践

学分 

含美育

学分 

含劳动

教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中国文学传统 CHIN120002 2 2   2   春秋 

美学 CHIN120003 2 2   2  春秋 

语言与文化 CHIN120013 2 2     春秋 

汉语概论 CHIN120011 2 2     春秋 

现代文艺赏析 CHIN120006 2 2   2   春秋 

 

4、专业课程 
1)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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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外国文学史 CHIN130009 3 3 0 0 0 5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古典文献学基础 CHIN130221 2 2 0 0 0 5   

比较文学导论 CHIN130012 2 2 0 0 0 6   

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130013 3 3 0 0 0 7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

学) 
CHIN130020 3 3 1 0 0 7   

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2)汉语言文学专业限定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0 2 3   

鲁迅精读 CHIN130015 2 2 0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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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精读 CHIN130056 2 2 0 0 0 3   

马克思主义文论精读 CHIN130231 2 2 0 0 0 3   

李杜精读 CHIN130057 2 2 0 0 0 4   

庄子精读 CHIN130130 2 2 0 0 2 4   

论语精读 CHIN130212 2 2 0 0 0 4   

《文心雕龙》精读 CHIN130017 2 2 0 0 2 5   

《文学理论》精读 CHIN130019 2 2 0 0 2 5   

周作人散文精读 CHIN130090 2 2 0 0 2 5   

《四库提要》精读 CHIN130018 2 2 0 0 0 6   

苏轼精读 CHIN130115 2 2 0 0 2 6   

《乐府诗集》精读 CHIN130270 2 2 0 0 0 春,秋   

 

3)汉语言文学专业进阶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中国古典美学 CHIN130037 2 2 0 0 2 春   

中国现代文学专题 CHIN130052 2 2 0 0 0 春   

台港澳文学研究 CHIN130054 2 2 0 0 0 春,秋   

《胡适文存》精读 CHIN130058 2 2 0 0 0 春   

佛教文化与文学 CHIN130065 2 2 0 0 0 秋   

中国文学流派研究 CHIN130083 2 2 0 0 0 春   

中国文学文体研究 CHIN130084 2 2 0 0 0 秋   

中国现代文论 CHIN130085 2 2 0 0 0 春   

中国新诗 CHIN130110 2 2 0 0 2 秋   

现当代话剧专题研究 CHIN130126 2 2 0 0 2 秋   

老舍精读 CHIN130181 2 2 0 0 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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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史研究 CHIN130184 2 2 0 0 0 春   

中国近代文学 CHIN130191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名著选读 CHIN130214 2 2 0 0 0 春,秋   

唐代社会与文学 CHIN130216 2 2 0 0 0 春,秋   

古代小说研究 CHIN130222 2 2 0 0 2 春,秋   

断代文学研究 CHIN130224 2 2 0 0 0 春,秋   

古籍校释实践 CHIN130233 2 2 1 0 0 春,秋   

唐代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34 2 2 0 0 0 春,秋   

中国翻译文学史 CHIN130247 2 2 0 0 0 春,秋   

先唐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50 2 2 0 0 0 春,秋   

六朝社会与文学 CHIN130252 2 2 0 0 0 春,秋   

敦煌文学概论 CHIN130253 2 2 0 0 0 春,秋   

宋代文史要籍导读 CHIN130254 2 2 0 0 0 春,秋   

中国古典诗学 CHIN130281 2 2   0   春,秋   

现当代西方美学 CHIN130038 2 2 0 0 2 秋   

女性文学研究 CHIN130049 2 2 0 0 0 秋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CHIN130075 2 2 0 0 2 秋   

中外文学关系 CHIN130088 2 2 0 0 0 春   

西方古典美学 CHIN130093 2 2 0 0 2 春   

民间文学经典研究 CHIN130100 2 2 0 0 0 春,秋   

民间文学导论 CHIN130120 2 2 0 0 0 秋   

西方美学经典导读 CHIN130129 2 2 0 0 2 秋   

比较史诗研究 CHIN130197 2 2 0 0 0 秋   

中西文艺学名著导读 CHIN130211 2 2 0 0 2 春,秋   

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

专题 
CHIN130218 2 2 0.5 0 0 春,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秋   

文学翻译 CHIN130232 2 2 1 0 0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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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诗经典导读 CHIN130272 2 2   0   春,秋   

藏语Ⅰ PHIL130165 2 2 0 0 0 秋   

藏语Ⅱ PHIL130166 2 2 0 0 0 春   

巴利语Ⅰ PHIL130167 2 2 0 0 0 秋   

巴利语Ⅱ PHIL130168 2 2 0 0 0 春  

法国文学专题 CHIN130235 2 2 0 0 0 春,秋   

近现代中西侦探小说与电

影专题研究 
CHIN130274 2 2 0 0 0 春,秋   

欧美文学批评概论 CHIN130277 2 2 0 0 0 春,秋   

诠释学与人文研究 CHIN130278 2 2 0 0 0 春,秋  

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

文论 
CHIN130279 2 2 0 0 0 春,秋  

20世纪抒情诗学 CHIN130280 2 2 0 0 0 春,秋  

 

4)汉语言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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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音韵学 CHIN130133 2 2 0 0 0 5   

文字学 CHIN130185 2 2 0 0 0 5   

语法学 CHIN130239 2 2 0 0 0 5   

汉语方言学 CHIN130160 2 2 1 0 0 6   

训诂学 CHIN130186 2 2 0 0 0 6   

修辞学 CHIN130240 2 2 0 0 0 6   

专业英语(汉语言) CHIN130031 3 3 0 0 0 7   

语言学史 CHIN130241 2 2 0 0 0 7   

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5)汉语言专业限定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2 0 5   

《普通语言学教程》

精读 
CHIN130024 2 2 0 0 0 5   

《说文解字》精读 CHIN130026 2 2 0 0 0 6   

《语言论》精读 CHIN130156 2 2 0 0 0 6   

老子精读 CHIN130276 2 2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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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语言专业进阶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西方语言学 CHIN130030 2 2 0 0 0 春,秋   

社会语言学 CHIN130137 2 2 0.5 0 0 秋   

语义学 CHIN130138 2 2 0 0 0 春   

语用学 CHIN130147 2 2 0 0 0 春   

应用语言学 CHIN130149 2 2 0 0 0 秋   

计算语言学 CHIN130155 2 2 0 0 0 秋   

生成语言学 CHIN130163 2 2 0 0 0 春   

实验语音学 CHIN130164 2 2 1 0 0 秋   

语言统计学 CHIN130168 2 2 0 0 0 春   

中国手语语言学 CHIN130173 2 2 1 0 0 春   

语音学与音系学概论 CHIN130200 2 2 0 0 0 春,秋   

现代语言学 CHIN130209 2 2 0 0 0 春,秋   

语言类型学 CHIN130213 2 4 0 0 0 春,秋   

神经语言学 CHIN130217 2 2 0 0 0 春,秋   

历史比较语言学 CHIN130219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秋   

语言发声和感知的解

剖生理机制 
CHIN130236 2 2 0 0 0 春,秋   

心理语言学 CHIN130244 2 2 0 0 0 春,秋   

地理语言学入门 CHIN130268 2 2 0 0 0 春,秋   

藏语Ⅰ PHIL130165 2 2 0 0 0 秋   

藏语Ⅱ PHIL130166 2 2 0 0 0 春   

巴利语Ⅰ PHIL130167 2 2 0 0 0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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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语Ⅱ PHIL130168 2 2 0 0 0 春   

《中国话的文法》精

读 
CHIN130025 2 2 0 0 0 春,秋   

近代汉语 CHIN130134 2 2 0 0 0 春   

汉语修辞学史 CHIN130139 2 2 0 0 0 秋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CHIN130140 2 2 0 0 0 春   

汉语史 CHIN130143 2 2 0 0 0 春   

古文字学 CHIN130153 2 2 1 0 0 秋   

《马氏文通》精读 CHIN130154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词汇学 CHIN130159 2 2 0 0 0 春   

汉语语法词汇史 CHIN130177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语音史 CHIN130178 2 2 0 0 0 春   

《修辞学发凡》研究 CHIN130201 2 2 0 0 0 春,秋   

新媒体语言研究 CHIN130215 2 2 0 0 0 春,秋   

语篇语言学 CHIN130237 2 2 0 0 0 春,秋   

语言哲学 CHIN130150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认知语言学 CHIN130161 2 2 0 0 0 春,秋   

中国语言学论著选读 CHIN130176 2 2 0 0 0 春,秋   

语言类型与共性 CHIN130273 2 2 0 0 0 春,秋 全英语课程 

汉字源流与中国传统文化 CHIN130275 2 2 0 0 0 春,秋   

 

7)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必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0 0 0 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130006 2 2 0 0 0 1   



2024级本科生课程学习手册 

53 

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0 0 0 2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130007 2 2 0 0 0 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 
CHIN130004 2 2 0 0 0 3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130008 2 2 0 0 0 3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0 0 0 3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0 0 0 3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 
CHIN130005 2 2 0 0 0 4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0 0 0 4   

外国文学史 CHIN130009 3 3 0 0 0 5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0 0 0 5   

音韵学 CHIN130133 2 2 0 0 0 5   

文字学 CHIN130185 2 2 0 0 0 5   

古典文献学基础 CHIN130221 2 2 0 0 0 5   

语法学 CHIN130239 2 2 0 0 0 5   

比较文学导论 CHIN130012 2 2 0 0 0 6  

汉语方言学 CHIN130160 2 2 1 0 0 6   

训诂学 CHIN130186 2 2 0 0 0 6   

修辞学 CHIN130240 2 2 0 0 0 6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学) CHIN130020 3 3 1 0 0 7 全英语课程，二选一，退

出强基转入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修读专业英语（汉语

言文学），强基及退出强基

转入汉语言专业的修读专

业英语（汉语言） 

  

专业英语(汉语言) CHIN130031 3 3 0 0 0 7 

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130013 3 3 0 0 0 7 二选一，退出强基转入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修读中国

文学批评史，强基及退出

强基转入汉语言专业的修

读语言学史 

语言学史 CHIN130241 2 2 0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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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 CHIN130267 3 3 3 24 0 6   

学年论文 CHIN130206 2 0 2 0 0 6   

毕业论文 CHIN130023 4 0 4 0 0 8   

 

8)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限定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诗骚精读 CHIN130014 2 2 0 2 0 5   

古文字学 CHIN130153 2 2 1 0 0 5   

《说文解字》精读 CHIN130026 2 2 0 0 0 6   

 

9)中国语言文学类（古文字学）专业发展课程 

A组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

践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 

总学

时 

含美

育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四库提要》精读 CHIN130018 2 2 0 0 0 6   

《普通语言学教程》

精读 
CHIN130024 2 2 0 0 0 5   

庄子精读 CHIN130130 2 2 0 0 2 4   

近代汉语 CHIN130134 2 2 0 0 0 春   

语义学 CHIN130138 2 2 0 0 0 春   

汉语史 CHIN130143 2 2 0 0 0 春   

《语言论》精读 CHIN130156 2 2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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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学 CHIN130159 2 2 0 0 0 春   

汉语语法词汇史 CHIN130177 2 2 0 0 0 春秋   

汉语语音史 CHIN130178 2 2 0 0 0 春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0 0 4   

论语精读 CHIN130212 2 2 0 0 0 4   

语言类型学 CHIN130213 2 4 0 0 0 春秋   

历史比较语言学 CHIN130219 2 2 0 0 0 春秋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 2 2 2 0 0 春秋   

古籍校释实践 CHIN130233 2 2 1 0 0 春秋   

甲骨学概论 CHIN130255 2 2 0 0 0 春秋   

商周金文概论 CHIN130256 2 2 0 0 0 春秋   

战国文字概论 CHIN130257 2 2 0 0 0 春秋   

秦汉文字概论 CHIN130258 2 2 0 0 0 春秋   

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 CHIN130259 2 2 0 0 0 春秋   

敦煌学概论 CHIN130260 2 2 0 0 0 春秋   

古文字学经典论著导

读 
CHIN130261 2 2 0 0 0 春秋   

古文字工具书与数字

化资源 
CHIN130262 2 2 0 0 0 春秋   

古汉语语文基础 CHIN130263 2 2 0 0 0 春秋   

汉语上古音基础 CHIN130264 2 2 0 0 0 春秋   

汉字源流与中国传统文化 CHIN130275 2 2 0 0 0 春,秋   

B组课程： 

详见汉语言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专业进阶课程设置。 

C组课程： 

详见汉语言文学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专业进阶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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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与社会实践 

1、学年论文 

中文系学年论文要求如下： 

1）学年论文的启动一般在第 5 学期中段，第 5 学期应完成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确

认，第 6 学期为论文集中撰写阶段。 

2）学年论文选题一般由学生自行提出，也可请指导教师提供相关意见。指导教师

同意选题后，学生随即进行论文的资料收集、初步分析和初稿撰写去，期间定期与指导

教师沟通。 

3）指导教师可利用多种形式与学生讨论论文撰写过程中的问题，帮助学生提高分

析问题的能力、学术写作的技巧。 

4）学年论文原则上要求在第 6 学期完成。 

5）字数在 5000 字以上。 

6）学年论文定稿须打印，必须包括封面、目录、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引文、正

文、注释、参考文献、后记（致谢）等。具体格式如下： 

①论文正文。统一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打印。

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 

②注释。在文献引证体例方面，均统一采用篇末注释（尾注）的方式，即无论是诠

释性的注解，还是单纯的引用文献，在正文中用 1、2、3、4……标于需注释文字最后一

字或标点的右上角，并于篇末以与正文中相同的注号引导注文。 

③参考文献。所有参考文献均以尾注形式列在论文篇末，格式内容及次序如下：著

作为作者或编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论文为作者、文

献题名、期刊名、出版时间、卷号或期号、起止页码。 

 

2、毕业论文 

中文系毕业论文要求如下： 

1）毕业论文的启动一般在第 7 学期中段，第 7 学期应完成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确

认、论文开题，第 8 学期为论文集中撰写阶段。 

   2）毕业论文选题一般由学生自行提出，也可请指导教师提供相关意见；在第 7 学期

结束之前，必须获得指导教师认可，确定最终的论文题目和一般思路，填写开题报告，

并请指导教师填写意见、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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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导教师同意选题后，学生随即进行论文的资料收集、初步分析和初稿撰写，期

间定期与指导教师沟通，定期填写毕业论文教师指导记录。 

4）第 8 学期第 5-10 周之间，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撰写情况进行中期检查，考

察论文撰写的进度、讨论论文撰写的利弊，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学术写

作的技巧。 

5）毕业论文原则要求在第8学期第12-14周完成，并统一进行查重检查。第15-16周进行答辩。 

6）字数在8000字以上。 

7）毕业论文必须包括封面、目录、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引文、正文、注释、参考

文献、后记（致谢）等。具体格式如下： 

①论文正文。统一按 Word格式 A4纸（“页面设置”按 Word默认值）编排、打印。

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磅。 

②注释。在文献引证体例方面，均统一采用篇末注释（尾注）的方式，即无论是诠

释性的注解，还是单纯的引用文献，在正文中用 1、2、3、4……标于需注释文字最后一

字或标点的右上角，并于篇末以与正文中相同的注号引导注文。 

③参考文献。所有参考文献均以尾注形式列在论文篇末，内容及次序如下：著作为

作者或编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论文为作者、文献题

名、期刊名、出版时间、卷号或期号、起止页码。 

 

3、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中文系实施实践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技能、提升职业素养的重

要方式，注重考察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与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具体内容如下： 

在第 6 学期结束后的暑期开展，主要采取由学生自行联系社会实践单位的方式进

行。如学生有境外交流或其他特殊情况，需早作合理规划。社会实践具体要求以辅导员

发布内容为准，第 7 学期开学时由辅导员评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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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科“荣誉项目”实施方案（试行） 

据复旦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议（校发文[2015]165 号），遵照《复旦大学“本科荣誉项目”实施总则

（试行）》（2016年9月20日制定）的原则，特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 实施对象：中国语言文学系202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言专业本科生。 

2.学生申请本科“本科荣誉证书”的条件： 

1）符合复旦大学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德才兼备。 

2）满足汉语言文学、汉语言专业“2+X”培养方案专业进阶模块I和专业进阶模块II的修读要求

（详见汉语言文学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2024、汉语言专业“2+X”教学培养方案2024。） 

3）在以下荣誉课程中，必修中国文学经典（H）、汉语方言学（H）、美学（H）、 

鲁迅精读（H）4门，且修读中国语言文学系荣誉课程总学分数不低于24学分（不少于6门课程），

所修全部荣誉课程成绩为A+或A。 

附：中国语言文学系荣誉课程 
开课学期 二年级上学期（3） 二年级下学期（4） 三年级上学期（5） 三年级下学期（6） 四年级上学期 

（7） 

荣誉课程 

中国文学经典（H） 美学（H） 外国文学史（H） 
学术前沿专题（中国古

代文学） 
（H） 

文学翻译（H） 

 
世界文学名著精读

（H） 
文学概论（H） 

比较文学导论 
（H） 

 

 民间文学导论（H） 音韵学（H） 汉语方言学（H）  

 
《文心雕龙》精读

（H） 
鲁迅精读（H） 

语言发声和感知的解剖
生理机制（H） 

 

注：上述荣誉课程均为4学分。 

 

4）本科期间成绩或绩点要求：本科期间所修全部课程平均绩点3.7及以上，专业课程平均绩点

3.8及以上。 

5）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成绩均须取得A。 

6）参与一定的科研实践，具体要求为：在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申请的科研项目系列——“䇹政”

“望道”“曦源”“登辉”——中至少主持一个项目，并结题。 

3.申请人本科毕业时若达到上述条件，可向所在院系申请本科“荣誉证书”；修读了部分荣誉课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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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本科“荣誉证书”标准的，可按照本院系荣誉课程的学分替代原则正常申请相应专业的学士

学位。 

 

备注： 

1.荣誉课程A类成绩比例参照《复旦大学关于荣誉课程的指导性意见（试行）》（2016年9月20日

制定）执行。 

2.荣誉课程的深度和广度显著超过普通课程，学生可以在期中全校集中退课期间申请退课，如有对

应的普通课程，学生可以选入相对应的普通课程。 

3.荣誉课程的学分可按本系制订的课程替代方案进行学分转换与认定，但学分转换与认定只作为本

科毕业资格审核的依据，成绩单如实记载学生所修课程与成绩，不作变更。 

4. 如需咨询本实施方案有关问题，请联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

chiug@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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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国语言文学系荣誉课程替换方案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

时 

实验 
（含上

机） 
学分 

实践 
学分 

含实践

学分合

计 

含美

育学

分 

含劳

动教

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课程负

责教师 课程特色描述 可替换课程及 
相应学分 

CHIN120012h 
中国文学经典

（H） 4/4 0 0 0 0 0 3 吴兆路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
阅读量 □外教参与建设 □重新编写教
材 □其它： 

CHIN120012 
中国文学经典（3学分）+专

业进阶（1学分） 

CHIN120003h 美学（H） 4/4 0 0 0 0 0 4 张宝贵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20003 
美学（2 学分）+ 

专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075h 
世界文学名著精

读（H） 4/4 0 0 0 0 0 4 白钢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75 世界文学
名著精读（2 学分）+专

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120h 
民间文学导论

（H） 4/4 0 0 0 0 0 4 郑土有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120 
民间文学导论（2 学
分）+专业进阶（2 学

分） 

CHIN130017h 
《文心雕龙》精

读（H） 4/4 0 0 0 0 0 4 罗剑波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17 
《文心雕龙》精读（2

学分）+ 
专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009h 外国文学史（H） 4/4 0 0 0 0 0 5 戴从容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09 
外国文学史（3 分） 

+专业进阶（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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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130010h 文学概论（H） 4/4 0 0 0 0 0 5 张岩冰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10 
文学概论（2 学分） 

+专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133h 音韵学(H) 4/4 0 0 0 0 0 5 董建交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133 
音韵学（2 学分）+ 
专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015h 鲁迅精读（H） 4/4 0 0 0 0 0 5 郜元宝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15 
鲁迅精读（2 学分）+专

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229h 
学术前沿专题（中国
古代文学）（H） 4/4 0 0 0 0 0 6 陈引驰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学术前沿专题
CHIN130229(2 学分)+专

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012h 比较文学导论（H） 4/4 0 0 0 0 0 6 刘耘华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012 
比较文学导论（2 学
分）+专业进阶（2 学

分） 

CHIN130160h 汉语方言学（H） 4/4 0 2 2 0 0 6 

 
 

陶寰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160 
汉语方言学（2 学分）+
专业进阶（2 学分） 

CHIN130232h 文学翻译（H） 4/4 0 1 1 0 0 7 王柏华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232 
文学翻译（2 学分）+专

业进阶（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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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130236h 
语言发声和感知的解

剖生理机制（H） 4/4 0 1 1 0 0 6 陈忠敏 

■深度加强 □小班授课的研讨式课程 ■大班授
课增加小班讨论课时 ■增加阅读量 □外教参与
建设 □重新编写教材 □其它： 

CHIN130236 语言发声

和感知的解剖生理机制

（2 学分）+专业进阶
（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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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科学程项目 
“中国文学”学程实施方案（试行） 

     

通过“中国文学”学程系列课程的修读，帮助学生对中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有一定了解与掌握，熟悉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和较为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

接受到文学历史发展研究、文学理论批评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同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有相当了解，具备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鉴赏与研究的能力，并具备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具体实施

方案如下： 

1．实施对象：本校非中国语言文学系一至四年级本科生。 

2．先修课程：不作要求。 

3．获得“中国文学”学程证书的条件：在本实施方案所列课程中任意修读15学分，成绩合格。 

4．修读本学程的学生，不可同时修读“汉语言”学程。 

5. 申请人在本科阶段若达到上述条件，毕业时可向教务处申请“中国文学”学程证书。 

 
附：“中国文学”学程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时 
含实践学

分 

含美育学

分 

含劳动

教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院系 

备

注 

中国文学经典 CHIN120012 3 3  3  春秋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 
CHIN130004 2 2    3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上) 
CHIN130006 2 2    3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 
CHIN130005 2 2    4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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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 
CHIN130007 2 2    4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下） 
CHIN130008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概论 CHIN130010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典文献学基础 CHIN130221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130013 3 3    7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专业英语(汉语言文

学) 
CHIN130020 3 3 1   7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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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学程实施方案（试行） 
     

通过“汉语言”学程系列课程的修读，帮助学生对汉语言、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与掌握，接受到汉语言、语言学的基本学术训练，具备一定的语音实验技能、中文信

息处理技术、汉语教学法及语言调查及研究的专门知识，同时能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对人文及社会科学有相当了解，并具备较强的实际写作能力。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实施对象：本校非中国语言文学系一至四年级本科生。 

2．先修课程：不作要求。 

3．获得“汉语言”学程证书的条件：在本实施方案所列课程中任意修读15学分，成绩合格。 

4．修读本学程的学生，不可同时修读“中国文学”学程。 

5. 申请人在本科阶段若达到上述条件，毕业时可向教务处申请“汉语言”学程证书。 

 

 
附：“汉语言”学程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周学

时 

含实践

学分 

含美育

学分 

含劳

动教

育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院系 

备

注 

中国文学经典 CHIN120012 3 3  3  春秋 中国语言文学系  

现代汉语(上) CHIN130002 2 2    3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语言学概论 CHIN130011 2 2    3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代汉语（上） CHIN130226 2 2    3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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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下) CHIN130003 2 2    4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语音学 CHIN130187 2 2 0.5   4 中国语言文学系  

古代汉语（下） CHIN130227 2 2    4 中国语言文学系  

音韵学 CHIN130133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字学 CHIN130185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语法学 CHIN130239 2 2    5 中国语言文学系  

汉语方言学 CHIN130160 2 2 1   6 中国语言文学系  

训诂学 CHIN130186 2 2    6 中国语言文学系  

修辞学 CHIN130240 2 2    6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专业英语(汉语言) CHIN130031 3 3    7 中国语言文学系  

语言学史 CHIN130241 2 2    7 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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