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1 
 

湖南师范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20 年版） 

学科名称：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代码：  050200  ） 

一、学科简介 
学科始建于 1938 年，学贯中西的大家、有“文化昆仑”之称的钱锺书为首任系主任。

罗暟岚、徐燕谋、刘重德等名家先后任教其中。历代学人辛勤耕耘，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英语语言文学”在 2007 年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仅 7 家）。2017 年 9 月，湖南

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全国仅有 6个外语学科入选。 

学科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

有日语语言文学、翻译学、亚非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

文化研究方向等二级学科，拥有一支由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

学校教指委主任和委员组成的，老中青结合、国际化特征明显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近 50 人，其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人，国家教学名师 2人，教育部教指委主任及成员

4 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新世纪“121 人才工程”人选等高端人才达 30 人。还全职聘

请了一大批国际知名学者任教。外国语言文学教师团队 2018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学团队（全国外语类仅 2 家）。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学科带头人蒋洪新领衔国内外专家制定了《高等学校外语类

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等国家级

标准，引领了我国外语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以国家教学名师白解红领衔的教学团队，获得我

国第一个外语专业类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建设了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近年来，

学科已获批包括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0 余项，承担 20余项省部

级重大委托课题，出版专著百余部，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学科建有教育部、

省委宣传部备案的“俄罗斯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及“湖南省中外

文化传播基地”等 15 个研究机构和智库，是中联部“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和“‘一

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员单位。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重在培养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素质高，能

力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语言基本功，熟悉并掌握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势；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科研习惯和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能胜任相关领域的教学、

研究、翻译、文化交流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学科方向及简介 

英语语言文学 

（一）美国文学研究：本学科方向主攻美国的英语文学，兼顾其它英语国家的英语文学，

研究内容包括美国文论、诗学，美国文学通史、断代史，美国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

在美国诗学、美国南方文学、美国环境文学等研究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二）英-爱文学研究：本学科方向主攻英国、爱尔兰两国的英语文学，兼顾其它英语

国家的英语文学，研究内容包括英国文论、诗学，英国文学通史、断代史，英国诗歌、小说、

戏剧、散文，爱尔兰小说、诗歌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现代英国小说与叙事学、爱尔兰文

学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 

（三）英语语言学研究：本学科方向研究当代语言学中各主要分支与流派的经典和最新

理论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西方语言理论与方法研究、音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形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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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研究、句法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语义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语用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对

比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语

言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等。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对比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英语语法教学与研究等方面特色优势明显。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理论语言学研究：本学科方向关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国内外语言学

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聚焦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

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汉外语言对比、语言类型学等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二）外语教学与测评研究：本学科方向关注外语教学理论及其应用、外语教育科学研

究方法论、外语教学评估与测试的理论及方法，注重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外语教学与测评理

论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英语学科教学论、英语教学设计、语言测试、外语能力等级量

表开发、外语教育政策等。 

 

翻译学 

（一）笔译研究：本学科方向涉及笔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中外

翻译史与基本翻译理论（如翻译的性质、类型、原则、过程、策略、方法等）、翻译规范、

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 

（二）口译研究：本学科方向涉及口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翻译

理论、口译研究导论、不同领域和专题的口译实践与研究。 

（三）文学翻译研究：本学科方向涉及文学翻译的性质、规范、批评等，主要内容包括

文体与翻译、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误译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译本研究等。 

（四）翻译传播学：本学科方向探讨中国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与

国际传播，主要内容包括中外互译与传播理论研究、中国典籍外译与传播研究、中华文化走

出去战略策略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献的外译与传播研究等。 

 

国别与区域研究 

（一）东北亚区域研究：本学科方向以东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朝鲜、韩

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最新研究

动态等，并结合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探讨东北亚区域

的宗教哲学、文化传播、人文交流以及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等重大问题。 

（二）美国研究：本学科方向以美国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历史、文化、政治、

宗教、传媒、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并结合国际关系、

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探讨美国公共（文化）外交、美国对外文化

战略和文化传播等重大问题。 

（三）俄罗斯研究：本学科方向以俄罗斯（苏）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历史、

文化、政治、宗教、传媒、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等，并

结合国际关系、历史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相关理论，重点探讨中俄（苏）的文化关系问题。 

（四）南亚区域研究：本学科方向以南亚区域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印度、巴基斯

坦等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外交等重点问题、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最新

研究动态等，并结合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宗教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探

讨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宗教文化及其与大国关系等重大问题。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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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本学科方向以中外作家、作品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中外

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比较研究，比较视域下的现当代中外文学研究，中外文学作家、作

品影响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等。 

（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本学科方向以中外文化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中外文论与

美学比较研究，中外诗学比较研究，中外文化类同与差异及其相关的不同认知行为、价值观

念和思维模式研究，中外国家之间文化交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与冲突及其解决方法研究等。 

（三）中国文学、文化海外影响与传播研究：本学科方向以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文

化为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域外汉学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方法、

传播规律、传播效果等，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历史与特点等。 

 

日语语言文学 

（一）日语语言学  

本学科方向主要以研究日语的语音文字、语法、词汇、句子结构等为基础。要求学生

系统地掌握语言学基础理论、语法流派的概貌、现代语言学的前沿理论，掌握一定的应用语

言学研究方法；较全面地了解日语的语言特征及其实际运用规律；具有一定的阅读日本古典

文献和从事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的能力。 

（二）日本文学  

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日本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探讨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流

派的主要特征。要求学生较系统地掌握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解读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该

课程涵盖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鉴赏比较研究，尤其注重从中国文艺思想的“风，雅，神，

气，格，境，痴，儒，侠”锲入，理解文学的“价值”、“机会”与“可能”在于文学对记

录人类文明某一发展时期林林总总的心路历程，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认

识文学的本质乃描写并表现人的真实，二者一体之文学观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文学在价值

观、审美取向、创作手法等方面的特色，从而加深对日本文学的深层理解。通过指定和选读

的史料、典籍以及个案课题研究，使学生不仅能把握文论方法，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具体的文

艺批评实践及作品读解中，培养有理论有学术分析方法和丰富知识的高素质的日本文学研究

人才。 

（三）日本文化   

本学科方向重点研究日本文化发展的规律、日本人的精神史、日本的宗教与民俗、日

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要求学生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国民性格、日本的社会思

潮等有较深刻的认识，对日本的文化动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能够援用哲学、社会

学、文化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日本的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研究。 

（四）日语教育 

本学科方向重点日语教学法、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批评、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日

语教育史、日语教育的现状等问题。要求学生采用定量与定性，对照与比较相结合进行分析

等手段，对研究对象做科学和客观的论证，为提高日语教学水平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指导。 

 

亚非语言文学 

 （一）韩国语语言学研究方向   

本学科方向培养研究生具备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系统的韩国语专业知识。使学生

能够运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发现、分析、解释韩语的语言现象，并在世界语言的共性和多样性

中把握韩语的特性，初步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二）韩国文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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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方向培养研究生具备扎实的文学研究理论和系统的文学知识。使学生能够运用

文学研究理论发现、分析、解释韩国文学作品，并在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多样性中把握韩国文

学的特性，初步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三）乌尔都语文学研究方向 

本学科方向阐释乌尔都语文学从早期文学、德干文学和北方文学到现当代印度和巴基

斯坦乌尔都语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通过讲授“乌尔都语文学史纲”、“伊克巴尔诗歌研读”

和“乌尔都语文学作品选读”等课程，培养学生具备较好的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能力，对重

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同时加强学生对南亚波斯语文学的了解。 

 

俄国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已形成了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稳定的研究方向：俄语语言与文化、俄罗

斯文学。 

（一）俄语语言与文化 

本学科方向以俄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为基础，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语言

学基础理论，了解和掌握俄语语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学会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现代化的

科研手段在功能修辞学、语法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国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语用学

等方面开展研究，进行俄汉语的对比研究和俄语教学方法的研究。 

（二）俄罗斯文学 

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流派

的主要特征，以俄罗斯文论为基础，采用文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为方法对俄罗斯文学进

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审视。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文学理论，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系

统和深入了解，熟悉俄语国家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流派，学会用科学

正确的方法对戏剧、小说、诗歌、文学史等方面进行研究。 

 

四、学制与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为 5 年（含休学和保留学籍）。硕士研究生提前

毕业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关于研究生提前毕业及延长学习年限的有关规定》。 

休学创业的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可延长 1-2年。 

 
五、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并接受导师组的集体指导。导师需负责对硕士研究

生的思想政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研究、实践实训、审美情操、身心健康进行指导

和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发现、充分思考、认真解决、积极科研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 

毕业 

总学分 

课程学分 学术 

活动 

学分 

实践 

环节 

学分 
总学分 

公共必修

课学分 

学科必修

课学分 

方向限选

课学分 

任意选修

课学分 

34 30 6 10 6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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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形式 
备注 

公共

必修

课 

00001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 2 考试 必修 

00001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2 考试 必修 

308011901 第二外语 48 3 2 考试 必修 

学科

必修

课 

308029101 中西文化研究 32 2 1 考试 必修 

308029102 外国语言学理论 32 2 1 考试 必修 

308029103 外国文学理论 32 2 1 考试 必修 

308029104 翻译学概论 32 2 1 考试 必修 

308029105 外国语言学研究方法 32 2 2 考试 根据自己的

研究方向从

这 3 门研究

方法论课程

中选修一门

课程 

308029106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 32 2 2 考试 

308029107 翻译研究方法 32 2 2 考试 

学科

方向

限选

课程 

 

 

 

 

 

 

 

 

 

 

 

 

 

 

 

308039201 句法学 32 2 3 考查  

 

 

 

 

 

 

 

 

 

 

外国语言文

学所有学科

研究方向的

研究生都必

须从本模块

课程中选修

至少 6 个学

分。 

 

 

 

 

 

 

308039202 语义学 32 2 1 考查 

308039203 认知语言学 32 2 2 考查 

308039204 英美诗歌 32 2 1 考查 

308039205 英美小说 32 2 2 考查 

308039206 英美戏剧 32 2 3 考查 

308039207 英语学科教学论 32 2 2 考查 

308039208 基础英语教学研究与设计 32 2 3 考查 

308039209 英语测试学 32 2 3 考查 

308039210 世界历史 32 2 1 考查 

308039211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32 2 2 考查 

308039212 世界政治与经济 32 2 3 考查 

308039213 专业笔译入门 32 2 2 考查 

308039214 专业口译入门 32 2 2 考查 

308039215 文学翻译 32 2 2 考查 

308039216 比较文学原理 32 2 1 考查 

308039217 中外作家专题研究 32 2 1 考查 

308039218 比较文化研究 32 2 2 考查 

308039219 俄语语义学 32 2 1 考查 

308039220 俄语语言学导论 32 2 1 考查 

308039221 俄罗斯文学批评 32 2 3 考查 

308039222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32 2 1 考查 

308039223 文化理论与日本文化批评 32 2 1 考查 

308039224 语言与认知 32 2 1 考查 

308039225 韩国语基础语法理论 32 2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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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39226 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32 2 2 考查  

 

 

 

 

308039227 汉韩翻译理论与实践 32 2 2 考查 

308039228 乌尔都语文学史纲 32 2 2 考查 

308039229 乌尔都语文学作品选读 32 2 2 考查 

308039230 伊克巴尔诗歌研读 32 2 1 考查 

308039231 英美散文与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39232 音系学 32 2 1 考查 

308039233 形态学 32 2 2 考查 

308039234 语用学 32 2 2 考查 

308039235 对比语言学 32 2 2 考查 

任意

选修

课 

308049301 应用语言学 24 1.5 2 考查 

 

 

 

 

 

 

 

 

 

 

外国语言文

学所有学科

研究方向的

研究生都必

须从本模块

课程中选修

至少 8 个学

分。 

308049302 社会语言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303 第二语言习得 24 1.5 3 考查 

308049304 话语分析 24 1.5 2 考查 

308049305 语料库语言学 24 1.5 3 考查 

308049306 非文学翻译 24 1.5 3 考查 

308049307 翻译美学 24 1.5 3 考查 

308049308 翻译实践批评 24 1.5 3 考查 

308049309 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专题 24 1.5 3 考查 

308049310 翻译学文献阅读 24 1.5 1 考查 

308049311 跨文化传播学 24 1.5 1 考查 

308049312 口译研究入门 24 1.5 3 考查 

308049313 传播学导论 24 1.5 2 考查 

308049314 中国当代政治文献外译本选读 24 1.5 3 考查 

308049315 中国典籍外译本选读 24 1.5 3 考查 

308049316 新闻传播业务与方法 24 1.5 3 考查 

308049317 新闻传播学英文文献选读 24 1.5 4 考查 

308049318 西方思想史与文学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19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理论与实

践 
24 1.5 2 考查 

308049320 美国历史与文化 24 1.5 1 考查 

308049321 美国外交史 24 1.5 2 考查 

308049322 美国公共外交与美国文化传播 24 1.5 3 考查 

308049323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24 1.5 1 考查 

308049324 东方诗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25 周边外交与东北亚问题 24 1.5  3 考查 

308049326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 24 1.5 1 考查 

308049327 中俄（苏）外交史 24 1.5 2 考查 

308049328 中俄（苏）文化交流 24 1.5 3 考查 

308049329 文化语言学 24 1.5 1 考查 

308049330 俄语修辞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331 俄语词汇学 24 1.5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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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49332 俄汉翻译研究专题 24 1.5 2 考查 

308049333 俄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4 1.5 2 考查 

308049334 南亚区域问题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35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24 1.5 3 考查 

308049336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37 日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38 俄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39 人工智能 24 1.5 3 考查 

308049340 英汉对比与翻译 24 1.5 2 考查 

308049341 理论视角与文学作品分析 24 1.5 3 考查 

308049342 美国文学发展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43 叙事学与小说阐释 24 1.5 3 考查 

308049344 宗教史导论 24 1.5 4 考查 

308049345 英-爱文学选读 24 1.5 3 考查 

308049346 国别与区域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47 英语教学语法 24 1.5 3 考查 

308049348 英语语法研究专题 24 1.5 2 考查 

308049349 英语测试学 24 1.5 3 考查 

308049350 英语学科教学论 24 1.5 3 考查 

308049351 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与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52 英语教学实证研究方法 24 1.5 3 考查 

308049353 英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 24 1.5 4 考查 

308049354 英语词汇研究专题 24 1.5 4 考查 

308049355 英语阅读研究专题 24 1.5 4 考查 

308049356 英语写作研究专题 24 1.5 4 考查 

308049357 日语学术论文写作 24 1.5 2 考查 

308049358 日语教育史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59 日汉对比与互译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0 口译理论与实践 24 1.5 2 考查 

308049361 日本文学专题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2 日本古典文学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3 日本文学批评 24 1.5 2 考查 

308049364 日语教学语法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5 日语教育专题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6 日语语法流派研究 24 1.5 1 考查 

308049367 日语句法专题 24 1.5 2 考查 

308049368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69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24 1.5 1 考查 

308049370 日本汉诗赏析及其与中国诗歌

的比较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71 叙事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372 日本文化论 24 1.5 1 考查 

308049373 语言与文化 24 1.5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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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49374 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75 日语教学法研究 24 1.5 1 考查 

308049376 中日教育比较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77 韩国语形态学研究 24 1.5 1 考查 

308049378 韩国语语义学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79 韩国语句法学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380 韩国古典文学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381 韩国文学批评方法论 24 1.5 1 考查 

308049382 朝鲜古文论 24 1.5 3 考查 

308049383 文体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384 现代国际关系史 24 1.5 2 考查 

308049385 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 24 1.5 4 考查 

308049386 媒体与外交 24 1.5 4 考查 

308049387 国家形象构建 24 1.5 4 考查 

308049388 电影与文化传播 24 1.5 3 考查 

308049389 文学与民族身份认同 24 1.5 3 
考查 

308049390 非政府组织研究 24 1.5 4 考查 

308049391 现代公共（文化）外交 24 1.5 3 考查 

308049392 中外翻译简史 24 1.5 3 考查 

308049393 文体与翻译 24 1.5 3 考试 

308049394 翻译与认知 24 1.5 3 考试 

308049395 翻译技术导论 24 1.5 3 考查 

308049396 交替传译 24 1.5 3 考查 

308049397 同声传译 24 1.5 4 考查 

308049398 联络对话口译 24 1.5 3 考查 

308049399 外事口译 24 1.5 4 考查 

308049400 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务 24 1.5 3 考查 

308049401 新媒体内容分析及技术应用 24 1.5 4 考查 

308049402 出版编辑实务 24 1.5 4 考查 

308049403 网络营销传播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04 广播电视新闻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05 韩国语语法研究专题 24 1.5 2 考查 

308049406 韩汉语言对比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07 韩国诗歌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408 韩国小说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409 中韩比较文学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10 汉韩笔译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411 汉韩口译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12 韩国古典文学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13 韩国语教学论 24 1.5 3 考查 

308049414 韩国语言与文化 24 1.5 3 考查 

308049415 南亚历史文化 24 1.5 1 考查 

308049416 乌尔都语诗歌选读 24 1.5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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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049417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24 1.5 3 考查 

308049418 学科前沿问题研究 24 1.5 1 考查 

308049419 文化词汇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420 对比语言学 24 1.5 2 考查 

308049421 翻译文化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2 俄罗斯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3 俄汉互译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4 俄罗斯区域国别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5 中外作家专题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6 日本文学通论 24 1.5 3 考查 

308049427 韩国现代文学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28 俄国文学史 24 1.5 3 考查 

308049429 法国文学流派 24 1.5 3 考查 

308049430 法国文学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31 西方文明史 24 1.5 3 考查 

308049432 英美散文与写作 24 1.5 1 考查 

308049433 美国文学发展研究 24 1.5 3 考查 

308049434 美国文学思想研究 24 1.5 2 考查 

308049435 莎士比亚戏剧选读 24 1.5 4 考查 

308049436 二战后美国政治思想史 24 1.5 4 考查 

补修

课 

308079501 高级俄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跨学科及同

等学力 

考生必选其

中三门 

跨学科及同

等学力 

考生必选其

中三门 

308079502 高级俄语阅读 32 2 1 考查 

308079503 高级日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04 高级日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308079505 高级日语阅读 32 2 1 考查 

308079506 高级英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07 高级英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308079508 高级英语阅读 32 2 1 考查 

308079509 高级俄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10 高级韩国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11 高级韩国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308079512 高级韩国语阅读 32 2 1 考查 

308079513 高级德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14 高级德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308079515 高级德语阅读 32 2 1 考查 

308079516 高级法语写作 32 2 1 考查 

308079517 高级法语视听说 32 2 1 考查 

308079518 高级法语阅读 32 2 1 考查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    考查 
必修 

 实践环节    考查 

 

 

 

国际硕士研究生：汉语（3 学分）和中国概况（3 学分）为公共必修课；若在本科阶段



 10 / 11 
 

已修过中国概况，可申请免修，但不免考，通过考试后获得学分。 

国际硕士研究生其他学分及总学分要求与普通硕士研究生相同。 

港澳台侨硕士研究生：学分要求与普通硕士研究生相同。 

国际硕士研究生及港澳台侨地区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其他要求由研究生院另行规定。 

 

七、其他培养环节 
1.个人培养计划 

硕士研究生应在入学 1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应包

括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和学位论文等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由导师组审查通过后报学院及研究

生院备案。 

2.学术活动 

在读期间，硕士研究生应听取不少于 10 场由学校、学院、实验室、学位点组织的高水

平学术讲座；应公开主讲不少于 1次有关文献阅读、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学术活动

占 2学分，根据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考勤和主讲的学术报告质量进行考核。 

3.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科研实践、教学实践与社会实践等类别。实践环节占 2学分，其中科研实

践占 1学分，教学实践或者社会实践占 1学分；实践环节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

等”、“及格”、 “不及格”五个等级，由接受研究生实践单位和指导教师综合评定，要

求在第五个学期末前完成。 

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内容和形式可以是参与导师课题研

究、完成自主申报科研课题及参与人才培养基地和学科研究基地研究项目等。教学实践应面

向普通高校大中专学生或中小学生进行教学一线工作实践，教学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是：

担任某课程若干章节或专题讲授，一般不得少于 16 个课时；协助带队教师指导本科生的教

育教学实习；协助教师指导本、专科毕业生论文写作；协助主讲教授批改作业，答疑解难，

或习题课讲授；指导有关教学方面的调查研究等。社会实践要求硕士生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

会发展，服务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社会调查、外语咨询、外事活动口笔译、公益劳

动等。 

每位硕士研究生均应参加科研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由导师根据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指导他们选择一类参加。 

4.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在论文开题前（第四学期初）进行中期考核。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管理办法》。 

 
八、学术论文发表 
1.申请提前毕业，要求其在攻读学位期间至少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独立或以第一作

者发表 2 篇学术论文，其中 1 篇应在 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 

2.申请毕业答辩之前，攻读学位期间，须以湖南师范大学为署名单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篇 2篇，其中 1篇必须是独立或第一作者发表，另外 1篇学生若是第二作者，导师必须为第

一作者。 

3、在读期间参加各类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在小组宣读或获奖且有书面证明，等同于

1篇公开发表的论文。 

 

九、学位论文 

1．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一般应于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的时间与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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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少于 10 个月。开题报告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实

施管理办法》。 

2．论文预审  

论文预审是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初稿进行的预评审，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预审管理办法（试行）》。  

3．论文评阅与答辩  

论文评阅与答辩的具体要求参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实施办法》、《湖南

师范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