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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类重点学科建设任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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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点学科建设在学科优势特色、学术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基础条件等方面都有具体的任务和要求，其
中的科学研究就要求出版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组织学术著作丛书出版”是文科类重点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方面有助于达到国家对学科“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凝炼学科方向、凝聚学术队

伍、凝集学术成果，进而促进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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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支”，也指“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

位。”［１］１１２６在高等学校，学科是具有教学、科研等功能的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

属范围的相对界定。至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第四次更新学科专业目录，共设１３学科门
类，１１０个一级学科，４０５个二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学科认定的基本
条件是：具备其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

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２］。重点学科是指高校或学术性科研机构

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某些学科，作为重点来建设的学科，也特指在国家和省市统筹安排下，高等学校中那

些通过评审择优确定并计划安排重点建设的学科。显然，“学科”与“重点学科”都面临“建设”的问题，

这已成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１　重点学科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
学科建设是围绕学科内涵在学科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成就，突出学科特色而进行

的建设活动。从具体工作内容来看，学科建设涉及学科带头人的确定与培养、学术队伍建设、科研活动

及其成果建设、课程体系建设、重点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等方面。

在我国高校发展中，学科建设往往被当作学校发展的命脉和灵魂，是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龙头工

作。而重点学科的确立，由于这些学科往往是知识、技术、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培养和积聚高层次创

新人才的主要载体，其建设工作也就自然处于高校学科建设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国家进行了３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到２００７年，全国共有２８６个一级学科、６７７个
二级学科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各省市也进行了省级重点学科的评审，如湖南省就于２０１１年经省重点
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评审，确定了１９６个“十二五”重点学科。湖南科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
科就是在这次评审中确定的省级重点学科之一，也是全省同类学科３个重点学科之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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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凝集了许多人的辛勤耕耘，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成

为一个有较好的基础并在省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科，该学科１９９８年获文艺学硕士硕士点，２００１年后先
后获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２０１０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同
时成为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支撑学科；在重点学科建设上，该学科在成为湖南省“十二

五”重点学科之前，其中的二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湖南省“十五”“十一五”的重点学科。

作为一级学科获得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压力，这意味着该学科将肩负

更为艰巨的建设任务和更高的建设要求，也意味着该学科的成员在教学和科研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

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正是重点学科建设在学校学科建设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重要使命所决定的。同时，

由过去的“二级重点学科”建设到“一级重点学科”建设的转变，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任务和挑战。要建设

好重点学科，必须要有深入的思考和切实的实践。

２　文科类重点学科的建设任务
要建设好重点学科，首先就要明确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和任务。《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办

法》指出：“各重点学科应根据国家和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学科发展趋势，科学制定学科建设与

发展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设置意义、发展目标、主要研究方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队伍建设、基

础设施条件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４］《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建设任务书》规定，重点学科通过建

设，必须在学科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源条件建设四大方面取得新的进展［５］。根据《湖南省

“十二五”重点学科验收评估指标体系》，重点学科验收有研究方向与学科实力、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管理５个一级指标，下列１２个二级指标，２１个三级指标，各级指标又分为 Ａ、Ｂ、Ｃ、Ｄ四个
评定等级［６］。

上述文件由于角度不同，对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和任务的表述并不一致，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

下五个方面的建设任务是共同强调的，应该作为重点来把握。以湖南省“十二五”社科类学科达到Ａ等
级验收为例，建设期应达到的具体任务和指标如下。

一是学科方向优势和特色，要求学科方向非常凝练，各研究方向与学科内涵密切相关，研究内容具

有很高的前瞻性；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达到学科实力一流。二是人才队伍，要求学科带头人学术声誉

与学术影响力大，获国家级人才称号，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８０万元以上，或
主持获省部级一等奖以上科研奖励；学术团队水平与声誉高，具有国家级团队或２个省级团队，结构合
理。三是科学研究，要求主持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１２项以上，省部级科研项目４０项以上，到账科研项
目经费６００万元以上，或纵向经费２００万元以上；主持获至少１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及以上
奖，或至少１项省社科成果一等奖；出版著作１５部以上，发表论文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收录９０篇以上，
成果转化及应用成绩突出；建有国家级科研平台，主持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或国内学术会议２次以上。
四是人才培养，要求本科生培养质量高，社会反响好，专业建设特色优势明显；有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项目或省级“本科教学工程”项目至少４项；研究生培养获省级以上优秀博士或硕士论文至少４篇，无
抽检不合格学位论文，研究生高质量学术成果多；教研成果成绩突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省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或主持省部级教改项目３项以上。五是基础条件，要求学科建设经费及时到位并合理使
用；建设任务全部完成，运行情况非常好；实验室、图书资料、网站建设得到改善和提高。

罗列这些社科类重点学科建设内容及其任务指标，意在说明，一是学科建设任务大、头绪多、要求

高、专业性强，是需要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二是进行学科建设，必须对建设任务和要求做到心

中有数。三是针对这些任务，需要认真思考和谋划对策，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措施，才能有效地完成。

３　出版学术著作丛书是文科类重点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建设中，根据文科的特点，我们提出“组织学术著作丛书的出版”作为重

要举措之一。一方面，有助于达到国家对学科“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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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凝炼学科方向，凝聚学术队伍，凝集学术成果，进而促进人才培养，是重点学科特别是文科类重点学

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学术著作丛书，要求根据一定目的和使用对象，选择若干学术著作编为一套，在一个总名称下辑集

出版，在讲求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通常有综合性和专门性（专科性、专题性）丛书两种形式，其目

的都在于集中反映和展示某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前者主要体现研究内容的广泛性，后者则主要体现研究

内容的深入性。就重点学科建设来说，前者适合反映有多个研究方向的一级学科的整体成果，后者适合

反映一级学科内各个研究方向的成果。

这次我们组织出版的丛书是综合性的，定名为“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建设‘唯实丛书’”，其一，表

明是围绕一级学科各个方向来汇聚成果，形成反映整个学科的成果标志；其二，意在鼓励一种实实在在

做研究、做学问的精神。首批付梓的６本论著都是本学科中青年博士的新作，主要是文学方面的研究，
包括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也有对当下语文教学的研究。这

些著作都是作者倾注心力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本学科成员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跋涉之路和创新精神。

刘奇玉博士的《〈嵇永仁集〉辑校》系统辑录、校勘了嵇永仁存世的各个版本的《抱犊山房集》及《扬

州梦》等戏曲作品，以附录的方式辑录《抱犊山房集》未收诗文和与嵇永仁相关的传记、题赠诗文、作品

著录、序跋等文献资料，考订生平和事迹，形成“嵇永仁系年”，显示了古典文献发掘与整理集成的特点。

李跃忠博士的《民间文学视野下的湖南影戏剧本研究》是作者多年深入湖南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走访，

收集大量一手材料研究而成，具有民间文学研究的史料性和地方文化性特点。胡志明博士的《鲁迅小

说的时间诗学》从鲁迅小说的现代性时间体验、时空型构、生命时间意涵以及历史意识等四个方面来描

述和建构鲁迅小说的时间诗学，旨在研究鲁迅小说时间叙事机制和形式的变迁，从而揭示小说时间诗学

如何形塑文学对世界的别样想象，如何体现创作者的主体性想象和审美意识形态。梁晓娟博士的《近

三十年中国女性成长小说研究》以女性成长的主体建构为切入点，对中国近３０年的女性成长小说进行
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女性成长过程中的生理与心理嬗变，探究女性成长小说的本质内涵与审美特色。

以上两部论著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角度。王桃花博士的《从“伟大的传统”

到后现代主义———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小说研究》对当代英国当红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

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与研究，运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文本细读，分

析研究各个阶段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艺术创作手法，显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视野。李学博士

的《高中语文课程价值取向论》从语文课程内部的逻辑体系出发，阐述了语文课程价值取向与文化变

迁、课程目的、课程内容、教师及其专业化、课堂等方面的关系，既体现了语文课程理论的要求，又有一定

的实践超前性。

组织出版学科建设学术著作丛书，体现我们对重点学科建设的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也许还做得不

甚成熟，但一经迈步，当坚定前行。在未来的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建设中，应该组织出版更多、更具专

门性或专题性的学术著作丛书，使学术研究内容更集中、更深入，进而使学科的研究方向更凝炼，学术团

队更凝聚，使我们在重点学科建设道路上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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