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院

School of History

一、学院概况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首批“211工程”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

平台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现开设有101个外语语种。依托学校外语特色，北外

早在1960年就已设置世界史教研室，开展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2014年，北外成立全球史

研究院。2017年，在全球史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历史学院。学院主要关注大航海时代以来的

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并致力于从“全球史”的视角入手，来探索互为主体的文明

如何在彼此的互动当中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以及从文明史的视野来理解中国与世界其它文

明之间的互动与共生规律。学院现设有世界史、中国史、中外关系史三个教研室。世界史教

研室着重对世界各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演变进行历史考察，中国

史教研室着重考察中华文明的历史源流演变，中外关系史着重将中国史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历

史纳入全球史视野之中进行整体研究，以全球史为切入点来探寻多元文明的历史互动。

历史学院拥有17名工作人员：世界史教研室有4名教研人员，其中副教授1名，讲师3名；

中国史教研室有4名教研人员，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1名，讲师2名；中外关系史教研室有6
名教研人员，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1名，讲师3名，师资博后1名；行政办公室有3名工作人

员。教研人员均为博士学历，专业方向齐全：就区域史和文明史而言，涵括中国史、美国史、

拉美史、欧洲史、亚洲史、非洲史等；就断代史而言，涵括欧洲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

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作为实体教学研究机构，能够开设夯实专

业基础的通史课、史学理论等专业必修课程，以及种类丰富、具有一定研究深度的专业选修

课程，同时承担全校通识课程。除了教学之外，历史学院的教研团队成员在各自的专业研究

领域颇有建树，自2014年全球史研究院成立至今，共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8项，教育

部课题和其它省部级课题立项4项，校级课题立项12项，出版专著6部、译著10部、编著11
部、论文集6部，发表论文近250篇。

历史学院现有“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两个本科专业及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

点，拥有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层次完备的学生培养体系。北外的历史学专业以

“全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为特色，打造历史学院自身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三个学科方

向“结构合理、衔接有效、相互促进”的课程体系、科研团队及学科发展路径。三个学科方

向中，中国史强调“扎实的历史学基础训练”，世界史强调“专精的区域国别史研究”，专

门史强调“鲜明的学术前沿与广泛的学科交叉”。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历史学院坚持“在地

国际”与“全球参与”两手抓，积极引入优质国际教育资源，深层次参与教育对外开放，提

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历史学院聘请外

籍专家们积极参与我院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这些专家来自于美国、德国、奥地利、俄罗斯、

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国际最顶尖的知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为我校开展

主题学术讲座，在我院举办学术工作坊，参加我院举办的会议，为我院学生授课解惑，与我

院开展国际合作，联合出版发表学术成果等。此外，历史学院非常重视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

平台，目前与国（境）外近10所知名高校建立了良好合作，主要内容包括师生交换、联合培



养、联合科研、短期留学进修等项目。其中每年举办的“欧亚博士生论坛”，由我院与德国

波恩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关西大学，

韩国外国语大学等6所世界知名大学共同举办。

二、专业介绍

世界史

World History

（一）专业概况

世界史本科专业于2018年获批，2019年正式开始招生，截至2020年有2个年级。历史学

院依托北外外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专业基础扎实，

精通英语，熟练第二外语，掌握第三外语，人文素养深厚，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复

语复合型人才。本专业重点发展世界史一级学科下面的“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

史”“专门史与整体史”三个二级学科方向：在“世界近现代史”领域，本专业依托北外在

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学科优势的同时，重点发展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和文明间的互动与共生规

律研究；在“世界地区与国别史”领域，本专业在夯实欧洲史、美洲史、东亚史、西亚北非

史研究的同时，依托北外相关外语专业已有研究基础，提升国内世界史在这些国别和地区史

领域的研究水平；在“专门史与整体史”领域，本专业在学院的既有研究基础之上，着重开

展全球史、中外关系史、留学史、思想史、概念史、语言接触史、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并以

此作为本专业的鲜明特色。

（二）新版培养方案修订思路和主要变化

新版培养方案修订思路为：强化历史学专业基础训练，强调北外外语本色，建立精品培

养模式，注重人文关怀与通识教育，培养具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人文高度”的特色人

才。

新版培养方案最主要的变化是强化了历史学专业修养和科班训练。低年级重在通史课程

的讲授和大学英语技能的培养，“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由之前的两个学期延长为三个

学期。高年级则突出专业核心骨干课程的讲授与专业外语训练的展开，强化史料阅读及专门

史学习能力训练，拓展学科交叉及学术前沿视野，培养独立开展史学研究的能力。

（三）培养目标

世界史专业本科生教育，将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世界史和

中国史基础知识，具备较强的英语和第二外语水平，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掌握世界各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学术史和最新动态。本专业还将培养学生历史语言学、

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方面的跨学科交叉和学术前沿视野。本专

业毕业生将能够胜任高校科研院所的教学研究工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内外跨国公司、

国际组织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小学校、文化机构的教育或业务工作。



（四）培养要求

北外世界史本科专业要求学生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备较为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总体性的把握，能够理解世界

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尤其加强关注以往重视度不够的边缘国家和区域；

2.掌握规范的中文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能够熟练地运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与学术交

流，并具备运用第二外语研读史料的能力；

3.掌握中外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充分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基本方法和基

本理论，初步具备世界史的专业眼光和独立开展相关研究的能力；

4.具备一定程度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可以自主使用本领域内的主要数据库；

5.世界史本科专业学生至少应达到以下三方面的要求，方可准予毕业：

（1）修满至少165个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59个学分，校级通识课程14个学分，专

业必修课程48个学分，专业选修课程32个学分，实践教学12个学分；

（2）第6学期完成并通过学年论文；

（3）第8学期完成并通过学士学位论文。

（五）学科、学位与学制

1.主干学科：世界史一级学科

2.授予学位：历史学学士学位

3.学 制：四年，修业年限为 3-6年
4.学校实行主、辅修制，本专业学生可在修业年限内，在主修本专业的同时，辅修另一

专业。

（六）总学分和总学时

世界史专业课内总学时为 2596 学时，计 153 学分；实践性教学环节为 12 学分，总学分

为 165 学分。

课内总学时 2596 课内总学分 153

公共基础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学时 学分

1092 59 224 14 768 48 512 32



世界史专业课程设置及学分课时分配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891001 世界通史I 3 48 3

891002 世界通史II 3 48 3

892001 世界通史III 3 48 3

891003 中国通史I 3 48 3

891004 中国通史II 3 48 3

892002 中国通史III 3 48 3

892003 ★中外关系史 2 32 2

893001 国际关系史 2 32 2

892004 ★中国思想史 2 32 2

893002 中国宗教史 2 32 2

892005 中国历史文选 2 32 2

892006 ★史学概论 2 32 2

893003 外国史学史 2 32 2

893004 ★史学研讨课 2 32 2

893005 交叉学科与史学前沿导论I 2 32 2

893006 交叉学科与史学前沿导论II 2 32 2

892007 专业外语I 2 32 2

893007 专业外语II 2 32 2

893008 专业外语III 2 32 2

894001 ★英文史料研读 2 32 2

894002 世界史专题（英） 2 32 2

专业必修课程学时学分总计 48 768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892008 全球史专题 2 32 2

893009 世界文明研究专题 2 32 2

893010 国别与区域研究专题（中/外） 2 32 2

892009 英国史 2 32 2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893011 德国史 2 32 2

893012 ★法国史 2 32 2

892010 ★美国史 2 32 2

894003 俄国史 2 32 2

893013 ★日本史 2 32 2

892011 ★巴西史 2 32 2

893014 阿拉伯近现代史 2 32 2

893015 古希腊罗马史 2 32 2

893016 ★欧洲中世纪史 2 32 2

892012 春秋战国史 2 32 2

893017 秦汉史 2 32 2

893018 魏晋南北朝史 2 32 2

892013 隋唐史 2 32 2

893019 宋史 2 32 2

893020 元史 2 32 2

892014 ★明史 2 32 2

894004 清史 2 32 2

89302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2 32 2

893022 ★中国边疆民族史 2 32 2

892015 中国制度史 2 32 2

893023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2 32 2

894005 历史地理 2 32 2

893024 ★经济史专题 2 32 2

892016 文化史 2 32 2

893025 《史记》研读 2 32 2

893026 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 2 32 2

894006 中外关系史专题 2 32 2

894007 国际公法 2 32 2

892017 战后国际关系 2 32 2

893027 东亚民族关系史 2 32 2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893028 中国人留学外国史专题 2 32 2

893029 西方经典选读（中/外） 2 32 2

894008 口述史专题（外） 2 32 2

894009 中国与世界（中/外） 2 32 2

专业选修课程学时学分总计 76 1216

总计 以必修+选修（16门）为基数 80 1280

备
注

标★的课程为“荣誉学士学位课程”。获得条件为：
（一）学生按规定完成专业课程学习，荣誉课程（5门必修课+2门选修课）均在90分以上，非专
业课程成绩良好；
（二）学生八个学期总GPA排名在本专业的前10%（含）；
（三）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三项赛事中的一项，并获得“国家或省级二等奖（含）以上”；
      2. 获得国际性或全国性学科大赛一等奖（含）以上；
      3. 在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做主旨发言；
      4. 作为第一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含）以上；
      5. 其他方面（如在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突出表现；
（四）在学期间，学生物违纪违法行为，无不遵守学术规范行为。
符合上述条件的学生，毕业时经校、院两级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可以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



世界史专业通识课程设置及学分学时分配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
共
基
础
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3 48 3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5 80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3 48 3

形势与政策* 2 64 每学期不少于8学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2 32 2

中国共产党史（选修） 1 16 1 从两门课中选修一门，
计1学分。社会主义发展史（选修） 1 16 1

大学英语 27 448 8 6 6 8

大学计算机 4 96 3 3

大学体育 4 128 2 2 2 2

军事理论 2 36 2

劳动教育 2 32 每学期不少于4学时

国家安全教育 1 16 1

校
级
通
识
课

1.历史、哲学与比较文明
2.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
3.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
4.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5.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
6.心理学、生命教育与身心健康
7.研究方法与思辨创新

12 192

    学生须在校级通识课程的七大模块
修满12个学分。其中至少覆盖3个模块课
程，且不得选修与自己专业相近的课程
。每学期，学生选修通识课门数不超过2
门。

国际通识课程 2 32
    课程学分认定和兑换参见《北京外
国语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实施方案》。

合计 73 1316

备注

1.公共基础课均为必修课程，校级通识课均为选修课程；
2.*号课程中均包含实践教学学时，共32课时，合计2学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分别含6学时、10学时、6学时、6学时、4学时实践教学学时。

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一览表
序号 实践项目名称 学分 学时 实践项目开展时间

1 军事技能1 2 112 第2学期末

2 社会实践与社会调查 2 2-4周 第2-第3学期暑期

3 创新创业实践2 2 第1-第8学期

4 专业及毕业实习 2 2-4周 第6-第7学期暑期

5 毕业论文 4 5-6周 第7-第8学期

6 合计 12

备注

1.“军事技能”与“军事理论”共同组成军事课程。“军事技能”训练实际时间不少于14天，
112学时；
2.创新创业实践学分为2学分，具体认定办法参照《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
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