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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吉首大学民族学硕士学位点 2003 年获批，2004 年招生，2010 年

升格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目前，设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与政策、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生

态民族学六个二级学科方向。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情况

1.培养目标

本学科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与国家重大战略，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需要，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民族学学科专门研究和高级

管理人才。其具体要求是：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积

极为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能够从事民族学及其相关

学科的教学、科研和高层管理。

（2）熟练掌握本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生、发展及现状，准确把

握本学科的适用范围，对本学科的发展趋势有基本了解，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与教学能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学术导向，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具备在本学科领域发现、研究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综合能力。

（3）能够熟练地运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开展科学

研究所必需的技术技能和社会活动能力。

（4）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勇于进取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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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能独立从事民族学的科学研究。

（5）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较强的事业心和团队

合作意识。

2.学位标准

在 3—5 学年内，修满规定的 29 学分，其中必修课 17 学分，选

修课不少于 8 学分，实践环节 2学分，学术报告 2 学分；进行 3 个月

以上的田野调查，考核合格计 1学分。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以吉首大学为第一署名

和完成单位的成果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学位论文盲审合格并通过答辩

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评定，方可授予硕士学位：

（1）以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与本学

科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论文被相关学术论文集收录；或获得

省级及以上学会论文评奖二等奖以上。

（2）以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在 SSCI、A&HCI 收录的学

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本学科专业学术论文；或在《人民日报》理

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CSSCI、CSCD 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公发表

1 篇本学科专业学术论文；或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中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报

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 1 篇本

学科专业学术论文。

（3）完成的成果获省部级领导签批（排名前 5）；以第二完成

人（导师为第一完成人）完成的咨询报告、智库报告等其他原创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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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被地市级以上政府采纳（需提供采纳函）。相关证明材料经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4）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社科成果奖励（不限排名次序），或获

得地市级社科成果奖励（排名前 3）。 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5）作为主要完成人在学校奖励文件规定的与本学科专业相关

的学科竞赛、行业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中获得等次奖（排名前

3）。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有效。

3.培养方向

本学科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研究，包括以

下六个培养方向：

（1）民族学

本方向掌握民族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实地调查，聚焦

各民族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

教信仰、语言文字、技术技艺、文学艺术、道德伦理规范、思想意识

等领域，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了解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

族的文化状态与文化变迁。

（2）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本方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政策，

聚焦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关系的内容、性质、作用，把握中国民

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规律，熟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各个历史阶段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制定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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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纲领和措施。

（3）中国民族史

本方向研究民族区域开发史、民族历史文献、民族政治、宗族与

社区组织、民族政治文化史、土司制度、多民族社区变迁等领域。

重点关注民族历史与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及相互关系，探讨民

族历史演进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民族历史的文化动因和民

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轨迹，建立区域史视野下的民族历史的

文化分析模式。

（4）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本方向从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出发，将民族文化引入人类经济活

动分析的范畴，聚焦文化的规约下其资源配置与经济行为的差异中

寻求民族经济发展的共有性与共享性，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审视不同

民族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探索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

（5）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本方向研究民族文化艺术的基本样态与形成机制，致力于民族艺

术遗产保护、民族艺术史、民族艺术开发与利用、民族音乐舞蹈、

民族艺术传承与变迁、民间手工艺制作等领域研究，把握中国少数

民族艺术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6）生态民族学

本方向致力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聚焦于我国民族

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聚焦文化与生态关系、生态维护与资源利用、

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探索民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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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三）研究生招生情况

严格按照招生录取管理制度，认真做好招生录取工作，建有优秀

生源奖励制度和激励机制。

积极发动本校学生报考，同时“走出去”，重点到西南地区高校

中宣传发动学生报考；通过学院研究生网络平台以及制作招生宣传海

报；取得较好效果。

2023 年度报考人数 39 人，共招生 19人，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

（四）在读研究生基本情况

2023 年度，在读硕士生 77 人，其中 2020 级 17 人，2021 级 20

人，2022 级 21 人，2023 级 19 人。

（五）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基本情况

本年度应届硕士生毕业共 17 人，获得硕士学位者 17 人。

（六）研究生就业基本状况

本年度毕业研究生共 17人，其中，11人到行政事业单位就业，

3人升学，就业率 82%。

（七）研究生导师状况

2023 年度，民族学共计有校内、外硕士博士生导师 26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导师 5人，硕士研究生校内导师 22人，教授 11 人，副教

授 8人；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 9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1 人。 有博

士学位者 20人，50 岁以上者 14 人，50 岁以下者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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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确立“立德、

立志、立业、树人、达人、惠人”的人才目标，在课程教学、田野实

践、学科意识形态管理、学科党组织和思政队伍建设中，全面推进“三

全育人”综合改革，构建“党委领导、导师引领、课堂主导、实践历

练、自我塑造”五位一体的思政工作体系，形成“一个品牌、三个结

合、四个统一”的学科思政格局，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确保

民族学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落地落实。

（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组建了以学院党委书记为主

要责任人，由副书记、主管研究生副院长、研究生辅导员为成员的思

想政治教育队伍，在机制、责任、工作方法、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做出

了明确的要求，从而保证了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

（二）形成“五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五位一

体”即指“党委领导、导师引领、课堂主导、实践历练、自我塑造”，

也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党委领导，强化导师引领与指导，加强

课程思政的阵地管理、注重实践锻炼，实现自我塑造，达到提升政治

才干和专业素养目的。

（三）将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研究生教学

全过程。招生时进行思想政治素质考核，入学后结合专业特色有针对

性地开展入学教育，教学中践行“三全育人”理念，深化“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学习期间定期进行思想鉴定考核，毕业季举行专题会

议进行就业指导，并开展形式多样、主题突出的毕业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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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举办学科“学术活动月”，

研究生“学术活动节”“研究生暑期学校”、田野调查、研究生暑期

“三下乡”活动；此外，还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定期组

织研究生参加篮球赛、运动会和各种主题活动等。通过各类学术活动

提高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的情怀，将学术研究“写

在大地上”，教学、科研、教育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五）加强学位点日常管理与服务。狠抓学位点师德师风与学风

建设。明确导师的思想教育责任，要求研究生导师做到真正的教书育

人。并通过开展“学风建设月”等活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重视

骨干队伍建设和先进典型的培养，使他们成为研究生管理和教育工作

的重要助手。定期举办研学会干部培训班和形式多样的工作交流活

动，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六）创建“一个品牌”，做到“三个结合”，实现“四个统

一”。即创建“党建与学科专业建设融合”思政品牌，实现了课程育

人、科研育人和社会实践育人“三结合”的育人工作机制改革，进而

实现学科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政水平提升相统一、学科理论与社会实践

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养成相统一、自身价值与爱国情怀相统一，

使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落地。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重视研究生课程建设，要求任课教师对所开设课程制定规范的教

学大纲，定有教材或编订讲义，吸纳与课程相关的前沿成果，综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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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科理论，通过课程学习，培养研究广阔的理论视野。依据学校研

究生教材建设与管理的相关制度，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材与课程建

设。在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地方性生态知识、土司研究专题、

民族国家认同研究专题等课程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坚持“从田野

中来，到田野中去”的理念，加强实践课程建设上，将田野调查的课

程开设在具体的田野点上，带领学生进入田野，开展田野调查课程实

践。

（二）导师选拔培训情况

根据学位点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

选条例》，保证导师队伍质量。学位点要求导师必须参加学校管理部

门的导师培训学习，提高导师的指导能力与管理水平；积极支持攻读

博士学位或出国留学，要求导师每年必须外出参加两次学术研讨会。

每年度按照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职责及考核》《硕士研究生导

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对导师进行考评。经考核，本年度学位点导

师在研究生课程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等方面工作全部合格；确立

以老带新的指导模式，新遴选的导师第一、二年与资深导师联合指导

培养研究生。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坚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老师标准，常抓师德师风建设，并形成了相应工作制度加

以保障。学科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十四五”规划建设的首要任务；

着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成立了以二级学院党委书记为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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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教工支部书记、党员、教学名师、

研究生教学督导为团队的师德师风建设师资队伍；建立了师德师风制

度保障机制、师德师风建设考核，奖惩机制、师德师风建设监督机制

等，成效显著。

（四）学术训练情况

以学校相关制度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为研究生学术训练的制度保

障和执行依据，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开展学术训练。依托、利用学位点

既有的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011 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民委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生态文化基地，以及设于广大民族

地区的各类田野实践基地，加强研究生学术训练工作。任课教师根据

课程性质或学生论文选题设置问题，组织学生开展专题讨论；每一个

研究生都参与导师的项目研究工作；暑假期间，研究生依据论文选题

到选定的田野点开展田野调查，并组织部分研究生参加研究生暑期学

校和湖南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搜集与汇编工作。

（五）学术交流情况

全年组织学院民族学研究生参加吉首大学举办的“文化与田

野”系列讲座，邀请 11位专家学者讲座共计 11场。

5 月，承办第十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高级学者研修班，

民族学研究生全部参与研修。

7 月，组织 20位研究生参加“湖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

采集与研究”2023 年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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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25 日，组织全体民族学研究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与吉首大学联合主

办，吉首大学承办的“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 2023 年年会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

11月 15 日，组织研究生参加吉首大学主办的“湖南省西部综合

开发研究会”；14位研究生获得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优秀论

文奖。

12月 15 日，召开全国“迈向未来的生态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组织全体民族学研究生参加。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切实执行学校的研究生奖励资助体系，本年度奖助率 100%。具

体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三助一辅”津贴、

优秀学生奖学金、优秀专项奖学金、经济贫困研究生助学金、优秀学

位论文奖励等。以上各项依据吉大发[2014]3 号文件执行。本年度 1

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47位同学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52位

同学获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学院按照 1:1 的比例配套“三助一辅”助学金，学校给予学位点

的从事“三助一辅”的研究生每人每月 500 元资助，学院再资助每人

每月 500 元，总计每月 1000 元。研究生在学期间，以吉首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或所获得的科研奖项，学

院参照吉大发[2012]16 号文件《吉首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具

体规定，与教师同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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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情况

为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组织修订了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

在导师指导下，根据不同研究方向、学科要求和社会需要，制定了研

究生个人的人才培养计划。培养目标定位明确，课程设置科学合理，

体现了民族学学科特色以及前沿性、综合性，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对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注重研究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适应能

力、实践能力的培养。

严格、规范执行人才培养计划。2023 级研究生完成了部分理论

课程的学习；2022 级全部完成了理论课程的学习和学位论文开题工

作，并先后进入田野开展调查、学位论文的撰写；2021 级完成了学

位论文的中期检查工作；2020 级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工作。

以人才质量为目标，各个年级的人才培养过程规范、程序完整、效果

良好。

表 1.2023 年度民族学研究生所获奖励情况

序

号

学生

姓名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获奖

等级
颁奖单位

1 张蒙蒙 2023.3 优秀研究生干部 校级 吉首大学

2 马烈魁 2023.5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吉首大学

3 洪遥 2023.3 优秀研究生干部 校级 吉首大学

4 罗鑫鑫 2023.5 优秀共青团干部 校级 吉首大学

5 蒋羽嘉 2023.3 优秀研究生干部 校级 吉首大学

6 黄晴 2023.3 优秀研究生干部 校级 吉首大学

7 黄晴 2023.5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 吉首大学

8 马烈魁 2023.6 优秀支教志愿者 校级 吉首大学

9 龙舒丽 2023.6 优秀支教志愿者 校级 吉首大学

10 杨昌琴 2023.5 优秀团干 校级 吉首大学

11 杨昌琴 2023.5 2022 年度人文学院优秀团干部 院级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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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学院严格按照《吉首大学研究生导师条例》《吉首大学兼职硕士

生导师管理办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所开设课程的任课教师，设

定基本资质为具有博士学历或副教授（含副教授）以上职称，课程教

师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为 100%；严格导师遴选，完善导师考核机

制，完善教学科研激励机制；以老带新，为新晋导师选定培养导师，

共同指导研究生；教师队伍中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3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2 人，湖南省“芙蓉学者”特聘学

者 1人，湖南省“芙蓉学者”青年学者 1人，省新世纪 121 创新人才

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2 人，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能手 1人，二级教授 4

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学术带头人 4 人，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8 人，

90%以上的导师都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工作。

（三）科学研究情况

2023 年度，民族学学位授权点师生新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 项、

省级项目 4项、校级科研项目 3 项，地方合作项目 1 项，出版著作 2

部，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 22篇，获第十五届湖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第十三届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杨化冰的博士论文《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获省优博士

论文。

表 2.2023 年民族学导师新增科研项目汇总表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1
“一带一路”视阈下老挝“汉家人”迁

移和族群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田丽娟

2
以降武陵走廊的农作物引种推广与各

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覃娜娜



13

3
明清时期酉水流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变

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彭永庆

4
西南地区木本农业文化遗产与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何治民

5
清代改土归流后酉水流域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黄建胜

6
近代以来武陵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研究
湖南省民宗委基地项目 彭秀祝

7
湘西地区的农作物引种与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研究
湖南省民宗委基地项目 覃娜娜

8
中国成立以来婚姻交往促进⺠族“三

交” 实践研究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委托项目 何治民

9
清代以来酉水流域生计方式与生态环

境变迁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彭永庆

10
湘西地区的道路交通与民族互嵌交融

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 彭秀祝

表 3. 2023 年度民族学师生论著发表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成果名称

发表刊物名称或

出版单位名称

发表或出版

日期
作者

1
“火耕水耨”新解——对稻作文化起

源的再认识
贵州民族研究 2023-10-25

张振兴

杨庭硕

2
历史人类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三重

交合
青海民族研究 2023-03-25

罗康隆

唐 晓

3 桑植白族的传统宅形与文化自信研究

湖北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3-07-07
罗康隆

邓澧雨

4
闽西南汉族与畲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研

究
民族论坛 2023-06-25 袁 理

5
文化适应盲区及其草原生态恢复工程

应用

北方民族大学学

报
2023-05-15 杨庭硕

6
国家在场与乡村社会：清代碑刻所载

湘黔边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贵州民族研究 2023-10-25 何治民

7
寻求不断向上的力量：重释潘光旦以

“位育”为核心的民族学思想
西北民族研究 2023-10-19 苗雨露

8
明清湘西会馆文化变迁与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实践研究
民族论坛 2023-03-25

黄建胜

田 敏

9
道路、空间与文化图式——基于湘西

边城的民族志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学

报
2023-09-15

彭秀祝

刘重麟

10
从侗族“拦门仪式”看群体交往交流

交融

广西民族师范学

院学报
2023-04-25

张蒙蒙

罗康隆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_AqZbjAWWJQoB6vy31ekKEdqaqOXzCbLukm6q2VU2SLN19MI0Hrcs3zFbxcDQC_Unb9xC6K5pnW7BzBU_ZiNKB0xD8Zre31Om7OdNxZy6R1Qh17Z8NCLmIZX_xnlTkuF&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_AqZbjAWWJQoB6vy31ekKEdqaqOXzCbLukm6q2VU2SLN19MI0Hrcs3zFbxcDQC_Unb9xC6K5pnW7BzBU_ZiNKB0xD8Zre31Om7OdNxZy6R1Qh17Z8NCLmIZX_xnlTkuF&uniplatform=NZKPT&language=gb
https://kns.cnki.net/kns/navi?dbcode=CJFQ&baseid=XBDR
https://kns.cnki.net/kns/navi?dbcode=CJFQ&baseid=XB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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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态·时间·秩序：侗族传统农事节

律与岁时节庆的本土智慧——来自芋

头侗寨的调查分析

怀化学院学报 2023-06-28
马烈魁

覃娜娜

12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适应 凯里学院学报 2023-08-25
陈欣茹

陈 萌

13
生态民族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与资源

利用——来自对罗康隆教授的访谈
凯里学院学报 2023-08-25

张蒙蒙

罗启华

14 从卫到县：清代永定县人员构成研究
文化创新比较研

究
2023-03-01

李 鑚

彭永庆

15
民国时期湘西地区自然灾害概况及特

征研究
农业灾害研究 2023-02-20 蒋若琼

16
民族生境：生态人类学对人与自然和

谐研究的一种视角
凯里学院学报 2023-04-25

龙许玉

蒋羽嘉

表 4. 2023 年度民族学导师科研获奖、荣誉统计表

序号 作 者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主管部门
获奖

等级

1 刘仁贵
十八洞村在中国共产党百

年百年反贫困史的地位

湖南西部综合开

发研究会 2023 年

度优秀论文

湖南省社科联

湖南西部综合开发

研究会

一等奖

表 5.2023 年民族学研究生新增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持人 等级

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个案研究-以罗子山七姓

瑶为例
曹佳 省级

2 清水江流域民族村寨丧葬习俗与乡风文明建设研究 马巧 校级

3 乡村振兴背景下花垣县麻栗场沙科村农旅融合发展研究 董子涵 校级

表 6. 2023 年度民族学学生科研获奖、荣誉统计表

序号 举办单位与奖励名称 主持人 等级

1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龙舒丽 省级

2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龙许玉 省级

3 第十三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龙许玉 省级

4 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活动节优秀论文三等奖 龙许玉 校级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_AqZbjAWWJTPRaWROj4l4buCZJWOv0mZAbezx8oL1tUf6SfsS6ALTzprbvvojiuI2GlCHf4rnffkqqF3f4fLW2ibTvW8CrGv_deiDG5JiT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_AqZbjAWWJTPRaWROj4l4buCZJWOv0mZ3XmzPYYrlDK35il8kc2hEL4dflH8cgg5JIvUYRKDXdrtujE0dloO7p1pfuaaU2YAf7KWAC6B6pE=&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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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十三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陈欣茹 省级

6 第十三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陈萌 省级

7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马烈魁 省级

8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 2023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韩金媛 省级

9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二等奖 姚攀 省级

10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一等奖 姚攀 校级

11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体育学院会场/论文二等奖 姚攀 校级

12 吉首大学 2023 年校级科研课题研究生专项/立项 姚攀 校级

13 湖南省西部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刘茹霞 省级

14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年会/论文二等奖 董子涵 省级

15
湖南省西部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杨敏精 省级

16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三等奖

杨敏精 校级

17 吉首大学 2023 年校级科研课题研究生专项/立项 杨敏精 校级

18 吉首大学 2023 年校级科研课题研究生专项/立项 马巧 校级

19 湖南省西部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马巧 省级

20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三等奖 马巧 校级

21 吉首大学 2023 年校级科研课题研究生专项/立项 董子涵 校级

22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三等奖 董子涵 校级

23 吉首大学 2023 年校级科研课题研究生专项/立项 周滟红 校级

24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二等奖 周滟红 校级

25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二等奖 刘思言 省级

26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二等奖 刘思言 校级

27 2023 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立项 曹佳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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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马强 省级

29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舒辰灿 省级

30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一等奖 舒辰灿 校级

31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二等奖 黄靖雯 校级

32 吉首大学 2023 年研究生学术活动人文学院会场/论文三等奖 杨聪聪 校级

33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黎汨资 省级

34 湖南省西部综合开发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 潘洁兰 省级

35 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优秀论文二等奖 黄彦凯 院级

36 吉首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活动优秀论文三等奖 曾杨斯睿 院级

37
湖南省教育学会论文“职普融通”背景下中职音乐课程标准的

研究
彭妙 省级

（四）传承创新优秀学科文化情况

重视优秀学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依托“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

创新与应用”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湖南省“武陵山区民族生态

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以及“中国土司制度通史”“西南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等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湖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等重大工程，“清代

国家化进程中苗疆‘边地’治理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等其他一般

项目和一批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对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进行创新

性研究，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创新发展。与湘西州人民政府、州

文广新局和龙山县等有关部门合作，就苗疆边墙、油茶等历史与农业

文化遗产开展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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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近年来，受制于疫情、地域、交通和经济等条件限制，国际合作

交流开展严重不足。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在上轮学位点评估基础上，学位点继续加强建设。进一步完善了

以学位点负责人罗康隆为组长的自我评估机构和运行机制，启动各项

调研工作，制定评估工作方案，全面动员、部署评估工作，明确工作

任务，开始联系同行专家，建立专家沟通机制，逐步启动全面的评估

工作。

存在的问题仍然是研究生生源质量一般，高水平的标志性成果有

所不足，国际化合作交流有待拓展。

（二）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及问题分析

学位授权点根据《吉首大学关于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

规定》《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定》《吉首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

求）》《吉首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等最新文件精神，

对论文过程严格执行开题、论文中期检查、提交论文、查重、评阅、

预答辩、盲审、修改、答辩等程序，最后提交到校学位委员会进行最

终评定。

实行学位论文“双盲审”制度，答辩前 100%送盲审。所有学位

论文在送审之前，对所有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检测，学院要求查重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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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过 10%。本年度省教育厅学位办抽检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

篇，100%通过。

六、改进措施

（一）现存问题改进建议

1.加大投入，创造条件，加强学科方向带头人的培养，提升学科

方向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力。

2.改革人才引进政策，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增加学科团队规模，

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氛围。

3.完善学位点制度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在田野中

提升学科理论，凸显学科特色。

4.强化研究生创新训练，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5.“走出去”扩大学位点的招生宣传，完善优秀生源奖励和激励

机制，吸引优质生源报考。

6.拓宽国际学术交流渠道，提供经费保障，支持师生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提升学位点的国际化水平。

（二）学位点建设思路与举措

1.进一步夯实学科基础，形成吉首大学民族学的学术范式；师资

队伍、科研与学术影响力明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申报获

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2.健全学位点建设的组织机构，完善学院学术委员会与教学委员

会等组织的运行机制，强化各类组织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过程管理和

学校统筹下的学科带头人负责的管理体制。



19

3.进一步完善民族学学位点各项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学校“俊彦

计划 2.0”和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学科建设政策，确立相应的学科

梯队建设、成果建设机制，为本学位点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

障。

4.在学位点建设、学科发展等政策、经费、科研平台、国内外学

术交流、图书资料等方面提供充足的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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