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简介 

 

云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于 2011 年开始招生，

为国内首批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授权点之一，拥有校内教

师与校外导师相辅助，省内专家与省外专家相结合，田野实

习、文博单位室内实训与课堂教学相补充的综合培养方式。

本专业主要依靠的教学平台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

要依靠的科研平台为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及文物鉴定评

估中心。 

本专业硕士授权点在学校层面、院系层面以及民族考古

研究与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均拥有独立的图书馆或者资料室）

拥有丰富的专业图书资源和多样的教学平台，本专业依托云

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鉴定评估中心，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教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文物鉴

定与评估、文物保护与修复、艺术品市场拍卖与策划、文化

遗产申报与保护等方面的课程；近年来又与国内外众多文博

与考古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及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为云南省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博单位输送专业技术人才。 

本专业硕士学制为三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时间为 3

至 5 年，采用双导师制。学生毕业要求修满 31 个学分，累积

参加半年以上的实习（野外和市内的实践活动），累积参加学

术活动 6 次。学生的毕业考核采取学术研究性论文、科研报



告、陈列及保护方案、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对

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考察。学生在修满相关学分，并参加足

够的实践活动以后，方能进入预答辩程序，预答辩通过以后，

可申请正式答辩。 

本专业硕士授权点共有两个招生项，分别是普通招生项

和高层次文博人才提升计划招生专项。每个招生项均有四个

专业方向：考古学、文物学、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博

物馆学。 

专业方向介绍： 

中国考古学：以培养具有较深厚考古学田野技能、实践

能力和科研能力的考古学专门人才为目标，重点对中国新石

器时代、青铜时代的古代文化遗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

学习、研究和田野实践，主要的就业去向为省、市级田野考

古单位、文物管理所和相关科研机构。 

文物学：以培养具有较好的文物鉴定、鉴赏基础知识和

博物馆展陈、保护、修复和博物馆理论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

为目标，重点对文物学、博物馆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

学习、研究和工作实践，主要就业去向为各级博物馆、文物

研究机构以及高校。 

科技考古及文物保护技术：以培养从事金属器的铅同位

素矿料来源、金相分析；陶瓷器的光谱分析、胎料和釉料的

成分分析、热释光和光释光年代测定；玻璃器的成分分析；

玉石器的原料、成分及微痕分析；各类标本的碳 14 年代数据

测定；植物孢子分析；脊椎动物及古人类骨骼检测；岩画颜



料成分分析；石质地面建筑及雕塑保护；遗址保护技术等 9

大类、10 余项试验与检测的专业技术性人才，主要的就业去

向是全国各文博单位或高等院校（主要招生有理工科基础的

学生）。 

博物馆学:以培养对博物馆学发展方向与趋势有着清楚

把握和了解，拥有扎实的博物馆学基础，参与过博物馆的运

营、策划、营销总体规划，能够从事博物馆展览的设计与解

说，熟悉产品的展陈，馆藏文物的保管与入库，了解和实践

过博物馆选址、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博物馆建筑的总体设

计和投标等多方面博物馆实际工作的专业性综合人才，主要

的就业去向是全国省、市及区县级博物馆及高校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