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水学院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人：吴稼稷 审核人：周云杰

一、专业名称和代码

专业名称：民族学 专业代码：030401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丽水，面向浙江，辐射全国，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科学理念、创

新意识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良好的民族学基本理论素养、熟悉我国重要的民族宗教法

规与政策，掌握城乡民族工作的基础性技能、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沟通方法，适应山区民族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能够在党政部门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与服务，以及乡

土文化产业创意、开发、策展、新媒体传播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三、培养规格及能力要求

本专业以“做强做精”为宗旨，贯彻“厚基础、宽口径、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原则，强调

学科理论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创新性和批判性，注重社会问题发现与探究的能力培养，突出田

野调查方法的实践与应用的强化训练，满足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城乡文化产业化、山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建设，尤其是东部民族乡村振兴和城市民族工作对民族学专业人才的新要求。毕业

生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要求

1.1 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信念，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备深切的思想品德和

核心素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热爱劳动、团结奋斗的品质。

1.2 具有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科学理念、创新意识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健全心理和良好身体素质，扎实的民族学基本理论素养。

2.知识要求

2.1 掌握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宗教的重要方针、政策

和法规。



2.2 掌握民族学的专业技能与城乡民族工作方法，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理念。

2.3 掌握乡土文化产业化及其展馆经济的基础知识。

2.4 掌握计算机与新媒体的实用技术。

2.5 掌握专业文献检索和学科研究方法。

3.能力要求

3.1 具有良好的中文语言和文字表达，一门外语的基础性听、说、读、写和查阅专业类基

本的外文资料，跨文化的沟通能力。

3.2 具有独立开展田野工作，分析、整理实地调查资料，撰写专业报告的能力。

3.3 具有发现并探究社会问题，提出探索性对策，以及组织、协调、管理、领导等服务社

会的能力。

3.4 具有文化品创意、策展、新媒体传播的工作能力。

3.5 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自主学习和探究，在民族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继续深造的能力。

四、主干学科：民族学

五、核心课程

民族学概论、人类学概论、中国民族志、世界民族志、文化人类学理论、田野工作与民族

志写作、中国民族史、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民族政治学、宗教人

类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社会学概论、社会研究方法、经济人类学

六、特色课程

畲族文化、浙江少数民族、东部移民研究专题、民族休闲养生文化、东部民族宗教工作研

究、华人华侨研究专题

七、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基本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至六年，法学学士

八、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 167+4 学分，其中通识平台课程 42 学分，学科平台课程 21 学分，专业平台

课程 66 学分，实践平台课程必修 38 学分，选修创新创业活动 4学分。



九、课程体系的结构比例

表 1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类别 修读性质 学分
占课内学分

比例

实践教

学学分

实践教学

学分占比

独立设置实

践教学学分
备注

通识平台课程
必修 34 19.9% 4.5 2.63% 4

选修 8 4.7%

学科平台课程 必修 21 12.3%

专业平台课程
必修 24 14.0%

选修 42 24.6%

实践平台课程
必修 38 22.2% 38 22.2% 38

选修 4 2.3% 4 2.3% 4 创新创业

总 计： 171 100% 46.5 27.19% 46

十、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

表 2 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程学时

建议

开课

学期

考

核

方

式

备

注

总

学

时

周

学

时

课

内

教

学

实

验

教

学

通

识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T03050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 48 1

考

试

T03050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32 2 32 1或 2

T03050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48 3或 4

T03050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 64 3或 4

T04020005 形势与政策 2 32 2 32 1～4 考查

T9999000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 32 1～4 考查

T99990006 军事理论 2 36 1 考查

大学外语（通用英语课程系列） 8 128 8 128 1～4

考试

/考

查

大学体育 4 128 2 128 1～4 考试



T9999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0.5 8 2 8 2 考查

T99990002 创业基础 2 32 2 8 4 考查

T99990003 就业指导 0.5 8 2～4 考查

大学语文 0-2

民族学专业导论 1 16 16 1 考查

必修小计学分 34 612

选

修

人文社科类（含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课程）、自然科学类、公

共艺术类、校本核心通识类（青

瓷、山区系列、民族类、生态

健康类、陶行知思想类）

8 128

限定至少选修 3 学分的校本核心

通识类课程和 1 学分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类课程

类别小计学分 42 740

学

科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课

L03040188 人类学概论* 3 48 2 48 1 考查

L03030001 社会学概论* 3 64 4 64 1 考试

L03040189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3 48 2 48 2 考查

L03030002 社会研究方法* 3 48 3 48 2 考试

L03040210 文化人类学理论* 3 48 3 48 2 考试

L03040190 经济人类学* 3 48 2 48 5 考查

L03040019 宗教人类学* 3 48 3 48 5 考试

类别小计学分 21 352

必

修

L03040191 民族学概论* 3 48 3 48 1 考试

L03040004 中国民族志* 3 48 3 48 1 考试

L03040192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3 48 3 48 1 考查

L03040090 世界民族志* 3 48 3 48 2 考试

L06010110 中国民族史* 3 48 3 48 2 考查

L03040021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 3 48 3 48 3 考试

L03040193 民族学与人类学经典导读* 3 48 3 48 5 考查

L03040194 民族政治学* 3 48 3 48 6 考试



专

业

平

台

课

程

必修小计学分 24 384

选

修

L01010011 逻辑学 3 48 3 48 1 考试

选

修

42

学

分

其

中

带

*

符

号

的

课

程

至

少

选

L03010012 法学概论 3 48 3 48 2 考试

L03030004 社区概论* 2 32 2 32 2 考查

L03040039 汉人社会研究* 2 32 2 32 2 考查

L03040038 跨境民族与边疆* 2 32 2 32 2 考查

L05010057 中国文化概论 2 32 2 32 3 考查

L03040052 西方社会思想史 2 32 2 32 3 考查

L05010077 中国传统宗教 2 32 2 32 3 考查

L03040031 体质人类学* 3 48 3 48 3 考试

L03040195 中国民族学* 3 48 3 48 3 考试

L07100032 民族心理学 2 32 2 32 3 考查

L06010111 全球文明史 2 32 2 32 3 考查

L03040196 历史人类学* 3 48 3 48 3 考试

L03040197 旅游人类学* 3 48 3 48 3 考试

L03040051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 3 48 3 48 3 考试

L0304004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2 32 2 32 3 考查

L03040198 文物与博物馆学* 3 48 3 48 4 考试

L07050004 民族地理学 2 32 2 32 4 考查

L06010012 考古学概论* 3 48 3 48 4 考试

L03040055 回族历史与伊斯兰文化 2 32 2 32 4 考查

L03040199 生态人类学* 3 48 3 48 4 考试

L06010007 中国民族关系史 2 32 2 32 4 考查

L03040200 影视人类学* 3 48 3 48 4 考查

L03040201 语言学与语言调查* 2 32 2 32 4 考查

L06011007 人类学史* 2 32 2 32 4 考查

L03040053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 3 48 3 48 4 考查



修

6

门

计

18

学

分

L03030003 社会统计学 3 48 3 48 4 考试

L03040054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 3 48 3 48 4 考试

L03030005 民族社会学* 2 32 2 32 4 考查

L03040023 东部移民研究专题★ 2 32 2 32 4 考查

L06010011 性别与文化* 2 32 2 32 5 考查

L06010013 全球化与文化（英）*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011 发展人类学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024 华人华侨研究专题★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022 浙江少数民族★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204 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 3 48 3 48 5 考试

L03010010 宪法与行政法规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025 民族文化创意与文化产业* 2 32 2 32 5 考查

L02040039 会展概论 3 48 3 36 12 5 考试

L05010064 创意写作 2 32 2 32 5 考查

L05030005 网络与新媒体经营管理 2 32 2 32 5 考查

L03040016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 2 32 2 32 6 考查

L03040202 民俗学概论* 3 48 3 48 6 考查

L03040203 都市人类学* 3 48 3 48 6 考试

L03040051 畲族文化★ 2 32 2 32 6 考查

L03040035 东部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2 32 2 32 6 考查

L03040026 民族休闲养生文化★ 2 32 2 32 6 考查

L03040211 学术论文写作 2 32 2 32 6 考查

L05010065 申论写作 1 16 1 16 6 考查

L02040040 文化会展策划与实务 3 48 3 36 12 6 考试

L13050126 展示设计 3 48 3 36 12 6 考查

L05030004 网络新闻实务 2 32 2 32 6 考查

L13030001 影视频制作 2 32 2 32 6 考查



L08090055 数字图像采集与处理 2 32 2 32 6 考查

L12020018 网络营销 2 32 2 32 6 考查

L03040205 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 3 48 3 48 6 考试

L03040206 文化研究*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3040207 医学人类学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3040208 应用人类学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3040209 艺术人类学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3040042 民族乡村治理★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3040049 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英）* 2 32 4 32
7(1-8)

周
考查

L05010063 美学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20013 英语国家概况 2 32 2 32 2-6 考查

L13020173
中国传统音乐演唱（奏）与鉴

赏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10151 网红电商入门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10152 电子商业平台导论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10153 新媒体实操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10154 商业工程入门 2 32 2 32 2-6 考查

L05010155 IP孵化入门 2 32 2 32 2-6 考查

选修小计学分 42 672

类别小计学分 66 1056

专

业

实

践

S99990006 军事技能 2 1

S03050001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 1-4

S03040121 专业性实训实践教学 2 2周 3 考查

S03040151 职业性调查训练 4 4周 5 考查

S03040171 综合性实践 8 8周 7 考查

S03040163 专业方向性分类实践教学 1 2 2周 2 考查 选



实

践

平

台

课

程

必

修

择

性

必

修
S03040164 专业方向性分类实践教学 2 2 2周 4 考查

S03040181 毕业实习 5 5周 8 考查

S03040182 毕业论文（设计） 10 10周 8 考查

劳

动

教

育

必

修

S03040166 劳动教育 1 1周 6 考查

小计学分 38

创

修

创

业

选

修

创新创业、素质拓展、

技能考证
4

类别小计学分 42

总计学分 171 包括民族学课程167学分、创新创业4学分。

十一、有关说明

（一）民族学专业特色及人才培养

1.专业特色

民族学专业依托浙江省重点学科民族学，充分利用其科研及教师团队力量。特色体现为民

族田野调查，文化项目实训，即培养社会调研与民族文化产业项目创新为核心能力的应用人才。

根据浙委发〔2015〕4 号文件的指示，民族学院创建“民族干部培训基地、少数民族专业技能

实训基地和民族文化产业创意基地”，为民族学专业特色的凸显确定了方向。

民族学专业是浙江省及华东地区唯一开办的民族学本科专业，2015 年列入丽水学院特色

专业，2016 年批准为浙江省特色专业，2017 年为丽水学院第一批山区+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2.专业人才培养

民族学专业采用“问题导向+需求牵引+项目支撑+X”的教学与研究方式，开展区域民族文

化田野调查和系统研究的教育实践，培养民族与宗教事务管理、文化产业等方向的应用型人才。

（二）毕业论文（设计）特别要求

1.为了推进应用人才的培养，不再单一要求撰写毕业论文，也可选择毕业设计。依据

《民族学专业毕业设计实施办法》执行。

2.毕业论文（设计）替代：一般要求在毕业学年期间在 C 刊以上或学科专业网络平台

发表学术论文，或在毕业学年期间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学科专业奖项，经民族学院教学委

员会认定，可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的替代。

（三）其他

1.民族学专业课程体系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民族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年版）及丽水学院有关校、省特色

专业等要求设计。

2.按照“厚基础、宽口径、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原则，必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 59.1%，选

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 40.9%；课堂教学学分占总学分 75.5%，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 24.5%（含

创新创业学分）。

3.专业选修课程围绕专业特色及专业发展方向确定。

4.带 * 符号的课程为《民族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年版）》规定的专业核心课程，

带★为专业特色课程。

十二、课程结构框架图

（一）民族学专业课程结构简图（见附图 1）

（二）民族学专业理论课程结构图（见附图 2）

（三）民族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结构图（见附图 3）



附图 1：

民族学专业课程结构框架简图

（163+8 学分）

理论课程

（129 学分）

实践课程

（38+4 学分）

通识平台课程

（42 学分）

学科平台课程

（21 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

（66 学分）

专业实践必修

（33 学分）

劳动教育必修

（1学分）

创新创业必修

（4 学分）

必修课程

（34 学分）

选修课程

（8学分）

必修课程

（21 学分）

必修课程

（24 学分）

选修课程

（42 学分）

第 2学期 2周

第 3 学期 2 周

第 4学期 2周

第 5 学期 4 周

第 7 学期 8 周

第 8 学期 15周

周

第 6 学期 1 周

国防教育与军

事训练

第 1 学期

思政理论课

实践教学

第 1-4 学期

周

创新创业选修

（4学分）

创新创业

素质拓展

技能考证



附图 2

附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