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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名称： 世界史

学位授权点代码： 0603

学位授予层次： 博士 ☑ 硕士 ☑

学位授予类型： 学术学位 ☑ 专业学位 □



一、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总体概况

本系世界史学科学位点分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

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学史四个

学科方向，各学科方向均有各自研究特色和优势。共有教

师二十五位，其中有入选国家级人才项目学者两位、教授

十位、副教授（暨青年研究员）十位、青年副研究员三位。

绝大多数教授在本领域都有重要影响，而大部分副教授、

青年副研究员也正在崭露头角。

本学位点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推进课程思政

化，强化政治站位，为研究生开设有《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等多种思政课程，要求所有教师都要为本科生开设有关课

程，努力参与教学改革和研究生院推出的研究生导师培训

活动，同时参加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组织的多种思

政培训和教学比赛，藉以提升导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同时树立全员育人理念，强调所有教职员工均有育人职责，

建立起一支由专职辅导员、青年教师和人才工程队员组成

的思政工作队伍，形成定期内部培训交流机制，注重为思

政工作队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激励。

本学位点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两年共招收硕士生

26 人、博士生 26 人，授予硕士学位 28 人、博士学位 13 人，

其主要就业去向是党政机关和高等教育机构，还有一部分

硕士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出国深造，还有部分博士毕业



同学读博士后。

二、年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改进措施

本学位点生源质量一直比较好。硕士生生源主要通过

夏令营方式选拔，绝大部分来自国内 985 大学或 211 大学，

个别生源通过全国统考方式选拔，考生基本来自 211 大学

及以上级别院校。博士生生源部分来自本系硕士生继续攻

博，部分系其他高校世界史专业硕士生，部分来自兄台院

校外语、政治等相关专业硕士生，他们均通过严格的审核

制程序面试，按照宁缺毋滥、择优录取原则确定推荐录取

名单。在招生中重视对所录取研究生进行专门的思想政治

考察，强化在面试环节和培养环节的思想政治评分。 研究

生在读期间，本学科为其开设有丰富的学位基础课、专业

课和选修课，同时还可以自由跨系、跨专业选修相关课程。

此外，在校研究生拥有广泛参与学术活动和自我锻炼学习

的机会，如有博士生论坛、美国史读书班等活动。

本学位点还有提供有多形式的国际化研究生学术交流

渠道，为博硕士生的出国交流访问、查阅资料、参加国际

会议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和资金支持。即便是这两年因为

疫情的影响，本学位点仍有学生出国交流访学，或参加线

上国际学术会议。

此外，还为研究生提供大量助教、助管岗位，为在读



的博硕士生提供勤工俭学和学术锻炼机会，藉以提高同学

们的自控能力、自治能力、管理能力和团队意识。

近两年本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优秀 12 篇次，良好

16 篇次，异议 7 篇次。在读硕博士生于《世界历史》《史学

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史林》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有学

术论文多篇。

改进思路：

首先，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学习两不误，重视学

术规范教育和学术原创性引导，确保培养出较高质量的学

术人才。

其次，提供更多的资助和支持，供博硕士出国交流访

学、开会或查资料。

再次，在招生面试环节，除了专业基础之外，还应继

续加强外语和专业英语能力的测试。

再次，继续强化博硕士学术基本功训练，进一步激发

其学术热情和学习自觉性，培养其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能

力。同时减轻其发表压力，淡化对博士生发表的要求和考

察。

最后，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继续强调对第一手外文原

始资料的发掘使用。

三、本年度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举措



首先，注重研究生理想信念教育，开展研究生科学道

德与学术规范学习。通过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实践行等活

动，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结合，在学思践悟

中坚定理想信念，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其次，围绕“第一个复旦”建设目标，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完善“五维育德”载体，加强思政育人与

党建引领，结合“百年追梦”等主题，开展党团教育活动，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再次，全面完善人才培养举措，严把招生、培养等各

关口，通过学术研究、国内外交流等途径，提升研究生专

业水平。另一方面，不定期开展导师培训，由导师根据学

校培养方案积极配合落实学生的各个培养环节，全面负责

指导博硕士生的课程学习、专业研究和毕业论文撰写等活

动，严格导师岗位考核制度。

再次，加强研究生外语能力、研究能力的提升，为其

开拓更多国际渠道，提供更多赴境外、国外交流访问、参

加学术会议、查阅资料的机会，鼓励硕士生同学赴国外就

读有关专业的博士生。

再次，进一步增大在读硕博士生奖学金覆盖面，切实

保障研究生生活无忧。另外还要为其提供更多助教、助管

岗位，培养其自立、自治和自学能力。

最后，提升管理与服务效能，加强对学生日常生活、



园区、就业、心理、发表文章等方面的关心与帮助，营造

良好的学习、科研和生活氛围，引导研究生健康成长成才，

全方位助力学生向新时代复合型人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