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广大推免生、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18 级研究生 

 

上海大学文学院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世界史 3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文化研究、

全球学 2 个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博士点，另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点，2018 年各学科均招

收推免生攻读硕士研究生。 

报考文学院的推免生除享受学校的相关奖学金外，我院在学业奖学金方面给予优先考

虑。同等条件下，在国际交流、国际会议、学生科研项目等方面优先推荐推免生。推免生

在确定录取后可提前选择导师并在导师指导下进入专业培养。 

欢迎人文类的本科生跨专业报考。 

具体信息请参考《上海大学 2018 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 

 

中国语言文学 

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立于 1978 年，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本系坚守人文学科

传统，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融语言与文化、文学与文化、学术与思想于一体，注重学生

人文素质的培养，科研与教学并举，学科方向齐全，专业布局平衡，形成了本科与硕士、博

士研究生全覆盖的人才培养机制。2005 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获得

一级学科博士点，2007 年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文系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

整，拥有王晓明、董乃斌、张寅彭、蔡翔等一批国内外知名教授。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 9 个学术硕士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创意

写作、中国民间文学； 1 个专业硕士方向：汉语国际教育。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

队完整，各专业的主要导师均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内享有较高的声

誉。 

   

中国史 



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历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以及高原

学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已经建构起门类相对齐全、特色明显、

重点突出的学科体系，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中国史学科拥有一流师资，有谢维扬教授、

陶飞亚教授、忻平教授等知名教授，还有一批拥有海外名校（如哈佛、斯坦福、香港中文大

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中国史学科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近年来多位教师先后在《中国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以及国际 SSCI 等顶级刊物发表文章，有教师

甚至是国际知名刊物的审稿人和编委。中国史学科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耶鲁大学、

乔治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怀俄明大学、密西西比大学、肯塔基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

斯科莱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

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国史学科人才培养卓有成效：有多位研究生考取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的博士，多位同学获得出国交流甚至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

出国深造。上海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设置的专业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

史、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各方向都由知名教授任学科带头人，学术梯队合理，对外交流

频繁，一批论著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传统。 

2018 年招生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世界史 

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依托国际化大都市优势，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在国际

学术平台上开展学术研究。世界史学科强调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拥有 Iris Borowy、

Tugrul Keskin、Rajiv Ranjan 等数名国际学者，与耶鲁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乔治敦大学、怀

俄明大学、密西西比大学、肯塔基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斯科莱德大学、埃及开罗大学、

丹麦奥胡斯大学、土耳其海峡大学、马尔马拉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日本大阪市立大学、

上智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火地岛大学等

海外知名高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本学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团队成员曾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 16 项，省部级项目 22 项，国际合作项目 9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



《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SSCI）、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SSCI)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近三年培养的研究生中60%以上有海外访学、

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国际留学生人数超过本土研究生人数，具有良好的国际化学术氛围。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门研究当代文化状况的新学科。自 1960 年代在

英国兴起至今，仅仅半个世纪，就扩展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在中文世界，它

于 1980 年代晚期兴起于台湾和香港，10 年后在中国大陆逐渐展开。 

     本硕士点及其依托的上海大学“文化研究”跨系科团队，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代表

性团队之一，在亚洲和世界文化研究界有广泛影响。目前核心成员 13 人，其中教授 5 人。 

   本硕士点拥有目前国内最完备的文化研究机构网络：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及其系列讲座、国内最大规模的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网站（www.cul-studies.com）、包含 6

套丛书的“热风”书系、一系列跨国/地区的文化研究联合计划，以及本方向人员目前展开的

多个研究计划，涉及现代早期思想、都市文化、青年人日常生活、性别文化、流行符号分析

等方面…… 它们共同构成了本硕士点教学的强有力后援。 

  本硕士点旨在培养具有如下 5 种能力的中、高层次文化人才:具有较广的全球社会和文化

视野；能较好地理解和分析当代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运作；活跃的理论思维及其相应

的语言能力；在现有条件下实地推进良性文化发展的实践意愿及其能力；对于真正优秀、美

好的社会文化前景的想象力和信任心。 

 

全球学 

全球学旨在以综合性、多学科与跨文化的视角，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及其

影响，研究诸如环境恶化、人口迁徙、文化变迁、身份认同、和平与冲突、全球贸易与经济

联系，乃至人类精神归属等全球性或跨国性问题。通过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其



他视角来分析全球现象，“全球学”试图推动世界上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全球

意识，消除人类因地理、文化、语言与政治的差异而产生的隔阂。 

   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是国际全球学合作团队的成员组织。与来自美国、德国、丹

麦、日本、印度等国家 40 余所高校的全球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建立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同时

还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奥法利全球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土耳其海峡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埃及开罗大学文明研究与文化对话研究中心、阿根廷国际科技研究委员会劳工调查中

心、乌拉圭拉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等有着直接的学术合作关系。 

本学科领域对接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招收对拉丁美洲（尤

其是阿根廷）、西亚北非（尤其是土耳其）以及全球化思潮有强烈研究兴趣，且具有良好外

语基础（西班牙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期

间符合国家留基委公派研究生项目要求者将派往土耳其海峡大学、KOC 大学、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日本上智大学、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等进行联合培养或攻读对方硕士学位。 

   本项目近 3 年已选派 8 名优秀在读硕士研究生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土耳其

海峡大学、KOC 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欢迎来自世界史、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语

等领域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主要研究方向有全球学理论、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土耳其及西亚北非研究、阿根廷

及拉丁美洲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与

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相衔接的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简称 MTCSOL，主要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和良好

的文化传播技能、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

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 



上海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1997 年中文系设立对外汉语本科专业，

2011 年始在文学院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依托于文学院深厚

的语言文化研究积淀，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以语言学为核心的高水平、多样化的师资力量，

建立了语言文化理论和中华文化技能并重的学科体系。本专业国际交流资源丰富，与国外多

所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现已经在美国、爱尔兰、土耳其、泰国和巴林建立了 5 所孔子

学院，每年派遣 20 名左右研究生出国担任汉语教学志愿者。 

 

 

 

联系地址：南陈路 333号上海大学文学院 104A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6133632 

联系邮箱：wenxueyuan126@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