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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一、本报告按自然年（1月 1日-12 月 31 日）编写。

二、授权学科（类别）名称、代码和级别按《贵州大学

2020-2025 周期性合格评估参评学位授权点列表》填写。

三、各授权点请参考《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列出的主要内

容逐项进行编写，重点体现年度建设总体情况。

四、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一律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脱密

处理后编写。

五、本报告正文使用小三号仿宋字体，建议不超过 3000 字，

纸张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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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 6 个二级学科

培养方向，分别是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培养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培养的，是能够

胜任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学术研

究型人才与高级应用型人才；应培养专业基础坚牢、综合素

质优良、实践技能出众的复合型与创新型人才。

3.招生情况

2020 年，招生情况良好。招生数为 30 人，具体情况见

下表：

2020 年招生情况表

年度
文艺

学

汉语言

文字学

中国古典

文献学

中国古

代文学

中国现

当 代

文学

比较文学

与 世界

文学

合计

2020 4 2 4 9+1 6 3+1 30

注：“+”表示接收推免生

在 2020 年的研究生考试中，一志愿报考 272 人，一志

愿上线人数 28 人,推免接收 2 人，生源中无调剂考生。

4.师资队伍

学位点现有专任教师 37 人，师资队伍力量雄厚，整体

素质优良，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

称结构、学缘结构合理，既有学养深厚的专家前辈，也有初

露锋芒的青年学者。其中正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职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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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级职称 12 人，27 人具有博士学位，毕业于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学院各培

养点重视教师科研素质的提升，从发展的高度培养和选择学

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形成了坚实的学术阵地。

此外，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我院学

科、教学和科研水平，本学科对研究生导师队伍严格考核，

实行动态调整，并外聘专家学者担任研究生导师、承担学科

课程。其中，贵州省文联主席欧阳黔森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导

师，罗宏梅任文艺学导师，雷昌蛟任汉语言文字学导师，占

升平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导师，并承担西方文论专题研

究、音韵学、语言研究理论等诸多课程。

5.培养条件：

学科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深厚的学术积淀。传统基础

研究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并重。科研成果丰硕，学术水平较

高，社会影响较大，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贡献突出。在贵州地

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上独具特色，在宋词与诗歌互动研究方

面，出土文献与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具有领先水平。

学科拥有校级教学实验室一间。 有独立的教学教室 4

间，学术沙龙活动室 1 间，总面积达约 230 平米，为本学科

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优裕的教学、研究和学习条件。拥有贵州

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

域文化研究中心，为师生进行地域文化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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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台。

二、学位授权点年度建设取得的成绩

1.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第一、抓牢学生团学组织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学科点鼓励学

生进入各类各级学生团学组织承担学生干部工作，全方位培

养学生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从 2018 年起学院研究生团总

支书记、研会主席均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优秀学生党员担

任，在推动学院学生各类科研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第二，打造思政活动平台。思想政治教育重在“润物

无声”，学科点在新生入学教育、研究生导师见面会中，均

旗帜鲜明地强调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道德要求，研究生

学术道德及学风建设培养环节由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承担。

第二、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强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2016 年学院建立了中文系

教工党支部和研究生党支部，2018 年 6 月以学科为基础将原

研究生党支部拆分组建研究生第一党支部（中国语言文学专

业）。从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党员中选拔支委并定期开展教

育培训和党建考核工作，同时将学院党政领导组织关系转入

支部，全面指导党支部在教育教学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从中文教工党支部建设情况来看，党支部建设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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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健全，全体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按期收缴党费，

同时将学科发展思路纳入支部工作考量中，如副院长谭德兴

同志在支部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报告中针对研究

生培养和学院科研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肯定了人才培

养和科研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调查研究，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支部党员没有违反廉洁自律规

定的情况，也没有以茅台酒、高档特产谋取利益的现象。

从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建设情况来看，该支部党建工作有

部署、有安排，每月定期开展党组织生活，不断规范党员学

习管理，多形式开展党组织生活，多种形式组织学习相关文

件精神，按月收缴党费；不断优化党组织设置，做到对党员

底数清、情况明，按照学院情况完成支委委员的选举和改选

工作；严格党员发展程序，严把党员入口关和教育培训工作，

真正落实“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原则。

2.制度建设

在长期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学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研究生管理系统，从管理机构上形成了从学院领导、职能

部门到学科点三级管理机制。根据贵州大学研究生院 2005

年 2 月《关于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培养岗位工作职责说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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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研究生科科长岗位职责》、《研究生科研科科员岗

位职责》、《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实验教学管理实施细则》《贵

州大学人文学院实验室相关规定摘录》来具体履行管理职

责，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学院多采用信息化和引导式管理

手段，学院在各级研究生中均设立 QQ 群，研究生学生会也

在学院学生科指导下活动。在学院教学管理人员的努力下，

学院研究生工作稳健运行。

3.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 2020 年，本学位点新引进专任

教师 2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均具有博士学位。2020

年遴选导师 21 人。

4. 培养条件建设

2020 年，本学位点建设学术沙龙活动室并投入使用，为

师生研究活动提供空间。

5.科学研究工作

在科学研究方面，2020 年学科新增省级以上人文社科项

目共计 3 项。其中新增国家级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

省厅级项目 1 项， 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 项，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 7 篇，出版专著共 2 部，2020 年间本学位点研究生发

表论文 53 篇。王伟获贵州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著作类二等奖，付星星获论文类二等奖。谭德兴获贵州省

第四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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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生与培养

在招生就业方面，2020 年本学位点招收研究生 30 人。

本专业学位点 2020 年就业率达 87%，就业去向包括考取国内

知名大学博士、在高校担任教师工作、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

等。

2020 年，本专业研究生共毕业 33 人。所有毕业研究生

在毕业论文的查重、校内抽检、省抽检中，合格率均为 100%，

欧阳聘同学学位论文获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朱思羽等八

名研究生申报贵州大学 2020-2021 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及创

新成果奖。

三、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研究生考博率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全国博士招式主

要是考核制，应届毕业生研究成果有限，且受疫情影响，没

有较好的应对措施，加之学生急于就业，读博意愿不强烈，

导致考博率不高。

2.学科队伍建设不均衡

有的二级学科难以引进人才，造成人才缺口，难以形成

高效的研究团队；有的二级学科缺少学科领头人，在国内外

缺少影响力。

3.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

学位点研究生教育缺少教学成果整理，优秀的教学方法

没有得到有效展现，导致在教学改革及教材、课程建设方面

颇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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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位授权点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激发学生科研热情，鼓励学生积

极考博，择优就业.

2.根据学科发展现状，积极引进急需人才,加快人才建

设； 进一步增强学科凝聚力，整合学科研究队伍，逐步形

成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

3.整理研究生教学研究经验成果，加强研究生课程教材

建设，推动研究生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改善教学方式，进

一步提高课程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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