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语言文学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培养单位 文学院 培养类别 学术型硕士、博士

学科代码 050100 适用年级 从2021级开始适用

学科介绍

及研究方向

      学科介绍：“中国语言文学”即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指中国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语言文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中国语言文学的成就，对中华文明的
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国内最早建立的中文学科之一，创建于东吴大学时期，至今已有一

百二十多年的历史。1981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获得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

现当代文学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分别于1990、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中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中国语言

文学”遴选为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9年遴选为江苏省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2014年遴选

为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2018年遴选为江苏省优势学科。本学科连续承担了三期“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项目，并获得优秀成绩。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有一支以教授与副教授为主体的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梯队结构合

理的教师队伍，各个二级学科方向均有在国内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专家，其中，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名，江苏省教学名师2人，苏州大学教学

名师3人，多名教师先后进入省“333工程”第二、第三层次。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汉语言文化国际传播。

培养目标

     努力培养研究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世界一流创新性型领军人才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杰出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要求如下：

     1、思想品德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四

个自信”，具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具有远大抱负，并将自己的

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在一起。

     2、学术能力要求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有关学科

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知识；具备较好的科学研究素养和科学道德
情操；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备应用外语开展学术交流的能力。

     博士研究生应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努力借鉴当代最新理论和前沿研究成

果，深入学科实际和社会生活实际，从中发现既有研究价值、又有创新意义的学术问题；掌握有关
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在学术或专门
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绩；具备较宽的国际学术视野和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3、学术诚信要求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道德，恪守学术道德、崇尚学术诚信；具有严谨的科研工作作风和勇

攀科学高峰的钻研精神，热爱科学研究。

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年限为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5年；

      直博生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5年（含硕士研究生阶段），申

请考核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博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8年。

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系

统掌握所在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硕士研究生指导采用导师
个别指导或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养以科学研究为主，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使博士

研究生通过完成一定课程学习，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前沿知识。博士
研究生培养设立导师指导小组，由学院协调指定第一责任导师。博士研究生的选课、社会实践、开
题、中期、答辩、毕业和学位申请等工作由导师小组集体负责和决定。

  硕士：总学分≧ 30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7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分

  博士：总学分≧ 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15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总学分≧ 38学分，其中课程学分≧ 34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学分要求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硕士 博士 直博 备注

21999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秋 必修 必修

21999003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秋 必修 必修

17999008 博士政治理论 3 54 秋 必修 必修

17999999(硕)

17999010(博)



21200010 古文专题研究 2 36 春 选修

21200011 明清词学专题研究 2 36 春 选修

21200012 现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21200013 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专题 2 36 秋 选修

17200027 世界文学史（俄苏部分） 2 36 春 选修

17200028 比较文学专题研究 2 36 秋 选修

21200014 20世纪欧美文学 2 36 秋 选修

21200015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 36 秋 选修

17200029 中国文论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17200031 民间审美文化研究 2 36 春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17200032 中西方美学史专题 2 36 秋 选修

17200034 西方文化与现代文艺思潮 2 36 秋 选修

17200035 影视美学专题 2 36 春 选修

21200016 影视创作与批评 2 36 秋 选修

21200017 中国现当代美学与文艺理论专题研究 2 36 春 选修

17200093 汉语词汇学 2 36 春秋 选修 选修 选修

17200041 汉语语法史 2 36 春 选修

17200044 现代汉语语法专题 2 36 秋 选修

21200018 影视剧语言研究 2 36 春 选修

17200054 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题研究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57 鲁迅研究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58 现代思想文化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2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思维重构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3 戏剧美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4 中国戏剧史专题研究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00019 雅俗文学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62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研究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63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史料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00020 比较文学研究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68 唐宋元明清诗文发展史、学术史及研究方法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72 近代诗歌理论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76 中国戏曲史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77 戏曲研究方法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00021 文献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1 学术史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6 中国古代文章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7 中国古代学术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88 跨文化研究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89 当代文化与媒体传播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92 美学理论与批评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094 汉语语法研究 2 36 秋 选修 选修

17200105 汉语语法史专题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00022 历史语言学 2 36 秋 选修 选修

21200023 语言调查与描写 2 36 春 选修 选修

学位选修课：

硕士≥6学分

博士≥4学分

直博/硕博连读≥

10学分



17200052 学术活动 2 / 春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21200024 读书报告 1 / 春秋 必修 必修 必修

21200025 国际交流 1 / 春秋 选修 选修

18999001 博士研究生助教 1 / 春秋 必修 必修

其他环节及要求

培养环节 内容或要求 考核时间及方式

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加强研究生培
养过程管理、监督和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内容应包括：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名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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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有境外访学、研修经历或参加国内外组织的国际会议（含线上会议）。
   在答辩前一个学期末完
成，并将相关材料交学院审
核后给予学分认定。

读书报告
   本学科研究生需完成本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

录，实施读书报告制度，并定期交流，读书报告至少两周一次。

   导师须指导学生的读书报
告会，并负责对其考核与评
价。

分流机制

    在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各个阶段建立研究生分流培养的机制，加强阶段性考核，加大分

流退出力度，建立“逐年考核、逐步分流”的全程制度。

    根据《苏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经导师提出、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认定不宜继续攻读

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按退学处理；硕博连读生可申请办理博转硕，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条件后以硕
士研究生身份毕业。

    为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严格分流机制，鼓励各考核小组在开题、中期、预答辩和答辩时聘请校外

专家，导师不出现在考核现场，导师姓名在学生考核相关材料中不出现。

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应是在其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总结，应体现研究生所

在学科领域做出的较强系统性和创造性学术成果，能反映出研究生已全面达到培养目标所规定的各项要
求。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1年。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1、论文应对应经济建设和本门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实践意义；

    2、论文应体现出作者在本门学科上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论文应有独立见解，能提出新问题，或对已提出的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和论证，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与本学科相关的实际工作的能力；

    4、论文应符合学术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严密，结构合理，文句

通畅，图表清晰；引用他人资料，应出自原著；利用合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应加附注。硕士学位论
文一般不少于2万字。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1、论文应对应经济建设和本门学科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或实践意义；

    2、论文应体现出作者在本门学科上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论文应体现出作者在科学研究上的创造性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4、论文应符合学术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严密，结构合理，文句

通畅，图表清晰；引用他人资料，应出自原著；利用合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应加附注。博士学位论
文一般不少于10万字。

     学位论文完成后须在正式答辩前采取“双盲”方式送评阅人盲审，盲审专家由第三方平台从相应学科建

设水平高于我校的高校或科研院所选聘。硕士学位论文由3位具有本学科（类别）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外单

位副高级及以上专家盲审，博士学位论文由5位具有本学科（类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外单位正高级专家

盲审。凡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专家评定等级有“不合格”者，不得参加本次学位论文答辩，应根据盲审专家

意见作重大修改或重新撰写（有一个不合格至少修改三个月，两个及以上不合格至少修改半年，且不得
超过我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方可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修改或重新撰写的学位论文原则上须送
原盲审专家重新评阅。凡博士学位论文盲审专家评定等级有“不合格”者，不得参加本次学位论文答辩，

应根据盲审专家意见作重大修改或重新撰写（有一个不合格至少修改半年，两个及以上不合格至少修改
一年，且不得超过我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方可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博士学位论文须重新通过
预答辩（预答辩专家至少5人），修改或重新撰写的学位论文原则上须送原盲审专家重新评阅。研究生论

文盲审合格后方可组织其参加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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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与学
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由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家至少3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硕士研究生

导师至少2人，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应占多数，申请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由具备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至少5人（人数须为单数）组成，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应占多数。申请

人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后，可在规定时间内（硕士为一年，博士为两年，但均不得超

过我校规定的学习年限）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

     研究生实行学位申请制，具体按《苏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本学科主要文献、目录及刊物

著作或期刊名称 备注（专业/选读/必读等）

文学评论 期刊

中国语文 期刊

文学遗产 期刊

中国比较文学 期刊

文艺理论研究 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期刊

语言文字应用 期刊

世界汉语教学 期刊

鲁迅研究月刊 期刊

当代作家评论 期刊

中国文学研究 期刊

期刊

语文研究 期刊

明清小说研究 期刊

民族文学研究 期刊

文艺争鸣 期刊

语言研究 期刊

古汉语研究 期刊

方言 期刊

语言科学 期刊

当代语言学 期刊

名族语文 期刊

语言教学与研究 期刊

当代修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