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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依托文学院中文系和华文学院，自 1981 年获批

第一个硕士学位点（文艺学硕士点）以来，43 年间，该学科已发展成为一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本学位点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13 个，硕士学术学

位点 12 个，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个。在 2023 年学科建设中，本学

位点在人才培养和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推进，守正创新。现将有关情况总结

如下：

一、2023 年本学位点建设总体概况

1.学科和学位点建设基本情况

【1】学科排名：本学科为广东省“冲补强”重点建设学科和教育部第五轮

学科评估中 A-学科，在 2023 年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位于全国高校同类学

科的第 15 名，保持在前 10%的行列。

【2】学科研讨：本年度召开了“学科和学位点建设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结合第五轮学科评估的不足，分别从学科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方面查找了自身存在的短板，并提出了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3】经费安排：合理完成了 2023 年度高水平大学建设学科专项资金的预算、

目标管理责任书、建设方案等制定工作，为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2.研究生招生、在读、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情况

【1】招生情况：2023 年，本学位点境内博士生报考人数为 262 人，录取人

数为 28 人，报录比例为 937%；硕士生报考人数为 1565 人，录取人数为 103 人，

报录比例为 1519%。从学生来源来看，大多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山东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郑州大学、华

南师范大学等各 985 或 211 高校。境外博士生招生 14 人，硕士生招生 10 人。

【2】在读和学位授予情况：2023 年，本学位点在读博士生 219 人，授予学

位 30 人；在读硕士生 544 人，授予学位 120 人。

【3】就业情况：截止 2023 年底，文学院中文学科研究生应就业人数 91 人，

已就业人数 86 人，就业率为 88.5%，其中考取公务员 9人，入职大中专学校教

师 39 人，其他主要为中小学教师或企事业单位人员。华文学院 2023 届硕士生就

业率为 92.3%，博士生就业率达 100%，其中 76%以上在国内高等院校、中小学、

教育培训机构等从事教学或管理工作；68%的学生选择在广东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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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导师队伍基本情况

2023 年，本学位点晋升教授 2人，副教授 1人；有 3人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贺仲明教授被评为教育部“重大人才工程”特聘教授。

二、2023 年制度建设完善和执行情况

1.课程建设情况

【1】开展了研究生课程教学检查工作。学院领导、系所领导和研管办认真

检查研究生课程授课情况；任课教师克服困难，在校本部和华文校区有序开展教

学任务，保证教学质量。

【2】重视课程学习，加强课程建设。制作了研究生课程调查问卷，鼓励 2023

级研究生参与教学设计，提出课程教学建议。

【3】组织研究生导师进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模式建设的项目申报。

赵普光教授的《信息化时代高校文学专业研究生数字人文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

践》和杨秋副教授的《少数民族研究生培养的适应性问题及对策》获批为广东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张丽军教授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1》被评

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刘华教授负责的“《语料库语言学》实践教学及案例库”

获得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侯兴泉教授的《数字

人文与文献计量专题研究》和刘依平副教授的《基于智能化平台的研究生古籍整

理能力培养模式研究》获得暨南大学研究生课程项目资助。

2.招生制度建设情况

【1】为全面推进以学位点自治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管理体系，平衡各专业、

各方向研究生生源，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科研力量，修订了《文学院内

招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办法》。

【2】为完善分类选拔机制，精准选拔人才，修订了《2023 年文学院硕博连

读与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细则》。

3.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1】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强化导师岗位职责意识，向文学院

全体导师发布了《研究导师手册》。

【2】为推进青年导师的进步和发展，不定时向他们推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举办的相关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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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了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有 3人遴选为硕士生导师。

4.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1】组织本学位点全体校内外研究生导师进行学习和培训，围绕“党的二

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生教育最新政策与趋势”

“师德师风与育人使命”“学术规范与科研诚信”“科研学术”“教学学术”“心

理辅导”“导学关系”等视频课程完成了相关学习。

【2】推荐教师党支部参加广东省及学校的评奖活动。本年度，中文系教工

第三党支部和古籍所教工党支部被评为“广东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中文系教

工第五支部被评为暨南大学“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创建单位。

【3】推荐教师参加广东省及学校的师德征文比赛。在广东省第十二届师德

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中，获征文类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在暨南大学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师德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中，获征文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项、优秀奖 1项。

【4】通过举办名师活动弘扬师德典范。例如：举办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

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赓续文脉、开启新篇——暨南文史

名家（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面对面”活动、“尊师重教，赓续前行”教师节

座谈会。

5.学术训练情况

【1】加强了本学科学术基地建设和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本年度获

批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广东省校企联合实验室 1个、广东省联合培养

研究生示范基地 1个，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个；与多家出版社、博物馆、

企业等签署了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创新平台。

【2】资助研究生科研立项。本年度共资助研究生科研项目 4项，总金额 5

万。

【3】组织 2023 级学术学位博士生担任了课程助教，完成了博士研究生助教

的指导、帮扶、督促和检查工作。

【4】抓住研究生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关键环节，

落实全过程管理责任，组织了 2022 级研究生开题与 2024 届毕业生预答辩工作。

6.学术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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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办学术沙龙/论坛/讲座/会议。本年度共举办研究生学术沙龙 20 多

场、学术论坛 3场，举办学术讲座 40 多场、重要学术会议 14 场。

【2】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本年度，共资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 20 人

次，总金额 4.6 万。

7.研究生奖励情况

【1】完善奖助学金评定标准，制定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评定细则》和《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管理办法》，完成了研究生

各类奖助学金评定工作。

【2】推荐研究生参加各类评优活动。本年度获得各类评优评奖共 72 人次，

其中国家级奖项 17 项，省级奖项 18 项，市级奖项 2项。

三、2023 年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学科自我评估进展

2023 年 11 月 15 日，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高等教育“冲一流、

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2021-2025）期中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本学科

邀请了五位校外知名专家召开了广东省第二轮“冲补强”建设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中期（2021-2023）自评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本学科在第二轮“冲补

强”至今三年的建设期内，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及

文化传承、国际及粤港澳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优秀成绩，全面完成了中期建设

任务。

对于本学科的后续建设，专家们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鉴于暨大中文学科

在建设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希望广东省与学校给予更大的经费投入和政策支

持，特别是对青年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持；（二）进一步凝聚学科实力，在已有省

级教学团队的基础上，积极申报各类国家级教学奖项和荣誉，如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和黄大年式教学团队；（三）进一步整合力量，着力加强特色学科、优势学科

的建设。专家们的建议，已列入本学科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2.学位论文抽检情况

本年度，本学位点对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预查重、正式查重、

正式答辩等环节层层把关，完善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在 2023 年教

育部、广东省学位论文抽检中，以及学位论文双盲评审中，本学位点论文合格率

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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