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西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是与考古、文物、博物馆、文化遗产等

专业相联系的专业性硕士，培养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专业实践

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要求本专业学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

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各级文物管理机构

及各类博物馆、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社会组织、文物商店、拍

卖行等，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

代文博事业理念，能较好掌握文物与博物馆及相关领域的专业基

础理论和学科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适应

社会发展需要，胜任较高水平业务或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

文物与博物馆专门人才。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依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建设。西北大

学考古学科创办于 1956 年，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科之一，经过

64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

绸之路”的学科定位和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三

位一体”学科特色，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考古

学科获得 A+（最高等级）的评估结果。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制为 3 年，在学期间须修满 32 学

分方可获得学位，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修复报告、规



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等。西北大学在课程设

置上，充分反映文物与博物馆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

要求，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在教学

方法上，重视实物教学、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专任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

和教育教学水平。本专业拥有包括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

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硕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一批高水平导师队伍；拥有考古学科唯一的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丝绸之路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引智基地）、“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拟仿真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文化遗

产数字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等 5 个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

同时，本专业重视吸收来自文物与博物馆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担

任校外导师并参与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 

西北大学于 2011 年正式招收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该专业下设五个方向，分别为田野考古、文物保护学、文化遗产

管理、科技考古、博物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