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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秘书学在职

人员课程研修班专业简介

一、专业介绍

中国语言文学 2011 年获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现已建成一支优秀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形成“学

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中部地区语言

文学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河南省第六

批、第七批、第八批、第九批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教育部“黄河

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要依托单位。2015 年作为河南大学“黄

河文明”学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入选首批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

建设特色学科群(2015-2019)。2020 年入选河南省重点培育一流

学科。2022 年入选河南省一流学科倍增计划。

（一）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创始于 1923 年，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远及海内外的影响力。邵瑞彭、卢前、蔡嵩

云、郭绍虞、高文、李嘉言、华钟彦、任访秋、万曼等前辈学

者曾先后在此执教，奠定了本专业优良的学术传统。本专业是

国务院首批设立的硕士点，1981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获得河南省级重点学科，2003 年获得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授

予权，2003 年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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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2011 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王立群领衔

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于 2012 年获批河南省省级教学团队，

并于 2015 年通过验收。目前，本专业已建立一支职称结构、年

龄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硕士生导师 18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9 人。所有教师都接受过系统、完整、正规的学科

专业训练，拥有博士学位；多人在各类学会担任会长、副会长、

常务理事、理事等职务。刘跃进、王立群、孙克强等著名学者，

在文学史料学、文选学、词学等研究领域，居于领军地位。中

国古代文学专业以中国上古至近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

包括：历代作家、作品、文学团体和文学流派，各种文体的嬗

变与发展，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等等。专业教学立足于文本

文献，注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注重结合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

能力。目前，本专业设有先秦文学、秦汉六朝文学、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等培养方向。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深厚的学术

积淀和鲜明的学科特色。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经过四代学人的

接续奋斗，构建起完整的学术谱系，是全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

重要阵地。学科发展历程中，第一代学人任访秋先生奠定了坚

实基础；以刘增杰、刘思谦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承前启后，推

动学科特色形成；以关爱和、孙先科为代表的第三代学人，进

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以武新军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则在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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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四代学人的学术接力，使学科始终保持

蓬勃生机。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形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

料学、解放区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四大传统优势方向，近

年来又在文学跨媒介传播、文化研究等新兴学术领域取得突破。

学科注重学术交流与合作，汇聚了包括陈平原、夏晓虹等在内

的众多知名学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秘书学

秘书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

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应用型的特点，主要研究秘书工作的产

生与发展、性质与作用、规律与特征、原则与要求、程序与环

节、方法与艺术、机构与人员，秘书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现

代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秘书工作技能新变化等问题。

研修班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秘书理论与实务”“秘书与

人际沟通”“秘书应用写作”等三个方面。研修班的学习淡化

学科，以解决秘书职业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着力培养学员较

高的秘书理论素养、秘书实务操作与 AI 应用技能、秘书人际关

系处理及应用写作能力等。通过学习，学员具有良好的综合素

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领悟能力，政治敏感性强，视野开阔，

作风正派，做事沉稳。能够独立起草综合型文本，熟悉公文处

理流程，能够深入社会不同层面进行调查研究，更好地发挥参

谋助手作用和辅助科学决策，能够运用现代科学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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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协调不同部门，为领导和管理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在未来的工作中展现出更为卓越的秘书工作能力。

二、课程安排

（一）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基础课 公共课

文学理论基础与前沿 公共英语

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专业英语

文学文献与经典文本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专业课 方法课

历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文学批评要籍与方法研究

古代文论专题研究 文献检索与古籍整理实践

古代文学史料学 选修课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专题

研究
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研究

古典文学分体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学术史专题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基础课 公共课

学术活动及实践教育 公共英语

文学文献与经典文本研究 专业英语

文学理论基础与前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专业课 方法课

中国现当代文学分体研究 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近代中国与文学转型史论 选修课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细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媒介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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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书学

学科基础课 公共课

学术活动及实践教育 公共英语

文学文献与经典文本研究 专业英语

秘书学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专业课 方法课

秘书工作研究 调查研究方法与实践

人际沟通经典案例研究 秘书工作与秘书研究前沿问题

本土人际传播研究 选修课

文体学与公文写作研究 传播学概论

中国秘书史专题研究 行政管理学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杨老师
0371-22863027

13613781905
wxyyk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