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成果简介

    四川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考古学科的高校之一（1960），全国首批考

古学博士点（1981），考古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国家高度重视

考古学，中央政治局进行两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

话，提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体要求，教育部启动“考古学国家急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专项”，考古学人才培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成果坚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目标导向，聚焦当前

考古学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核心问题，通过三个渐进层次，即：

一、改革课程体系、主题读书班、学术考察、会议等体系化的教研活动，

激发问题意识；二、跨学科交叉和海外合作拓展学术视野；三、多学科实

验室和高水平实践基地制度化实训提升实践创新能力，探索出一套既有川

大特色，又能扩展推行的考古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

    教研水平、研究生创新能力、学科影响力大幅提升。形成以多位国家

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为代表的教研团队；研究生在本专业顶尖刊物上发

表论文40余篇，获得国内外重要奖励10余人次，近20名获得国际名校全额

奖学金，20余名获得国内一流高校教职；学科连续三年上海软科排名全国

第二；10余项教研活动被《中国研究生》、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和推

广。

    （2）解决的教学问题

    根本问题：

    传统考古学教学目标、理念、方式、效果，与新形势下高层次创新人

才培养要求，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

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提供坚强支撑”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

    具体问题：

    ① 研究生基础参差不齐，学术目标模糊，问题意识淡化

    考古学从“冷门”走向“热门”，招生规模扩大，生源结构复杂，学

科日益多元交叉，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导致研究生基础参差不齐、学术目

标模糊、问题意识淡化的问题。基础、层次不一，制约整体创新能力提

升；问题意识淡化，致使创新动力不足和方向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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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学科界限固化，培养方式程式化，造成研究生的同质化

    传统领域学科界限固化，培养方式程式化等问题，导致研究生思维僵

化、学术视野狭窄、方法同质化、认识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提升。

    ③ 实践教学内容和手段陈旧，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不全面

    随着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加入，考古学实践内容和手段迅速扩展，传统

实践教学方式的局限日益突出，研究生实践能力发展不全面，难以应对学

科结构多元化和多学科交叉创新的时代要求，制约实践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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