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学院简介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始于 1925年创建的史学系，是学校设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学院办学历史悠

久，师资力量雄厚，长期以来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教研传统。著名学者如董作宾、范文澜、

蒙文通等前辈先后在此执教，培养出韩儒林、白寿彝、尹达、石璋如等享誉中外的历史和考古学家。

学院现有教职工 107人，博士生导师 44人（含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合作导师 20人），硕士

生导师 64人，教授、副教授 53人，具有博士学位者 88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1人，国家“万

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人，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师德标兵、优秀

教师各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 4人，担任全国性专业学会会长、副会长者 7人。近年来，学院

教师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83项，其中重大项目 11项、重点项目 9项，省部级项目 100多

项，出版专著 6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中国史研究》、《近代史

研究》、《世界历史》等核心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300余篇，参与发掘的“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入选“2022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学院目前有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科教学（历史）和文物与博物馆两个专业硕士授权点，最新的软科排名显示，中国史排全国第 14名，

考古学排全国第 10名。

长期以来，学院注重开放合作办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开设“两院”特色课程，并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

建立合作关系；加强过程性培养，在预答辩环节前增加预审读制，学生学位论文质量得到稳步提升；

注重学生科研意识和能力提升，每年举办学术文化节、暑期学术论坛等；实行奖助贷全覆盖，保障研

究生的学习和生活。

学院拥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以色列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等三个河南省高

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以色列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备案中心；学院建有“考古

与文化遗产保护河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三个省部级以上教学平台；拥有近代中国研究所、世界

历史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多个校级重点研究机构。近五年，学院在史学理论、宋史、中国近

现代史、夏商周考古、区域与国别等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0余项，其中重

大重点项目 14项，在 CSSCI以上期刊发表论文近 300篇，出版学术著作 90余部，获得各类科研奖项

50余项。多元的科研和教学平台、丰富的科研和教学成果为学院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了强力支撑。

历史文化学院的全体师生，诚挚地欢迎您的到来！



历史文化学院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型）

单位代码：011 联系人：肖老师 咨询电话：0371-22622191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

人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60100考古学

01(全日制)断代考古

02(全日制)专门考古

03(全日制)文物遗产保护与博物馆

学

1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8 考古学及博物

馆学基础

文物考古常识 ①中国考古学

②中国古代史

060200中国史

01(全日制)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02(全日制)中国历史地理学

03(全日制)中国历史文献学

04(全日制)中国专门史

05(全日制)中国古代史

06(全日制)中国近现代史

07(全日制)人文语义学

4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3 历史学专业基

础

01-05方向：中国古代

史

06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07方向：人文语义学

①写作

②史学概论

060300世界史

01(全日制)世界近现代史

02(全日制)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03(全日制)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1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13 历史学专业基

础

世界史 ①世界当代史

②中国近现代史

初试参考书目

628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基础：《中国考古学通论》张之恒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博物馆学概论》

陈红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313 历史学专业基础：由国家统一命题，包括中国古代史（占 30%）、中国近现代史（占 20%）、世界古代史（占

20%）、世界近现代史（占 30%），总分 300 分。我校不提供参考书目。

复试参考书目

文物考古常识：《新石器时代考古》张江凯主编（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夏商考古》陈旭主编（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两周考古》赵丛苍主编（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于海广、王巨山主

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文物学概论》吴诗池（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教程》朱绍侯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李侃主编（中华书局 2000 年版）；《中国现代史》王桧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靳德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人文语义学：《语境和语义》王中江、张宝明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世界史：《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近年来出版的其他版本的高校世界历史

教材亦可。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通论》张之恒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教程》朱绍侯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写作：不指定参考书

史学概论：《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李振宏、刘克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世界当代史：《世界当代史》李世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李侃主编（中华书局 2000 年版）《中国现代史》王桧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



历史文化学院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单位代码：011 联系人：肖老师 咨询电话：0371-22622191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拟考试招生人

数

初试

考试科目

复试

考试科目

同等学力

加试科目

045109学科教学（历史）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3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66 中国近现代史

①历史学基础知识

②说课或教学设计

①写作

②史学概论

0651博物馆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8 文博综合

文博常识 ①学术与行

业前沿

②文化遗产

理论与实践

1451 文物

00(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761 文物学基础

④885 文物保护基础

文博考古常识 ①学术与行

业前沿

②文化遗产

理论与实践

初试参考书目

333 教育综合：由国家统一命题，我校不提供参考书目。

866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史》李侃编（中华书局 2004 年版）；《中国现代史》王桧林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348 文博综合：《博物馆学概论》陈红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博物馆陈列艺术总体设计》徐乃

湘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761 文物学基础：《文物学》李晓东著（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885 文物保护基础：《文物保护学》王蕙贞（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9 年版）

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写作：不指定参考书

史学概论：《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李振宏、刘克辉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学术与行业前沿：不指定参考书

注：报考学科教学（历史）专业考生原则上本科阶段所学专业须与所报考学科相同或相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