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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予点基本情况与学科建设情况 

1.目标培养 

本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

旨在培养有道德、有知识、有见识、有能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学

术后备人才。为国内外史学界及国内教育界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国际

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文明史和比较史学人才，以及在

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实用

型、复合型的高级专业人才。 

◆掌握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能在自主学习研究中发现问题，

并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与解读，形成运用史料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史实和客观发展规律的结论。 

◆掌握世界史研究的核心理论，熟练掌握 1-2门外语，会运用各

种数据库和资料库，从原始资料的解读中寻找历史真相，使学术研究

真正做到史论结合。 

◆熟悉世界史学术研究的规范，尊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学

术论文写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学术专业术语，运用历史学科通用的引

证与注释规范来进行学术研究。 

2.学位标准 

按照现行学位标准的培养方案，硕士生学制 3年，最长 5年。须

完成 40 个学分的课程学习，完成文献阅读、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硕士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

人独立完成。硕士入学以后一年内，先在浏览史料和既有成果基础上，

与导师商定选题。论文选题确定后，硕士用于论文写作的时间不少于

二年半。论文书写必须符合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本规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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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字数不少于 3万字。研究生申请学位前，必须在学术期刊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 

（二）学科发展及建设情况 

本学科学位点始建于 1982年 10月，是国内高校经国务院最早批

准的硕士点之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我校前身东吴大学时期就设

有历史学科，解放初期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于 1955 年正式设立历

史系，涌现过诸如张梦白、黄文浩、陈英吴、叶伯华等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的特色明显，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具有

较高知名度的特色研究领域，从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

国际关系理论、气候环境外交研究，发展到现代化研究、日本城市化、

美国公共医保制度等，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趋于深入。学位点凸显经

世致用的现实意义，把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国视

角进行学术研究的考量，起到了国家建设需要与基础学术研究良性互

动的积极作用。 

1.培养方向 

本学科学位点现设以下 4个学科发展方向：国际关系史研究、近

现代世界经济研究、区域国别史、专门史等。 

◆学科方向一：国际关系史。本研究方向集本学科传统和新增

学科于一体，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国际关系

理论和气候环境外交的研究，以及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

华史研究等。 

◆学科方向二：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本研究方向主要为研究近现

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轨迹、各国经济结构的

历史变化、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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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三：区域国别史。本研究方向主要为系统研究以国

内学术界尚不多见的太平洋区域现代化过程、东亚区域历史与文化、

东南亚殖民城市发展史等为中心，在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理论构建、

模式与表象等全面的研究中，全面揭示太平洋区域、东亚区域、东南

亚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脉络，有助于在微观与宏观上解析诸多学术

理论问题，成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科方向四：专门史。本研究方向以欧美、亚洲等经济与文化

发展为核心，重点研究作为国别史的美国史、法国史、德国史、英国

史、日本史、韩国史、中国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等现代化模式和现代

化历程。 

2.师资队伍 

本学科学位点由武向平担任学科带头人。现有教师 11 人，其中

教授 4 人，入选江苏省 2021 年“双创人才”称号 1 人，特聘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3 人。师资整体年龄结构相对均衡，40 岁以

下教师占 45%；学历、学缘层次较高，专业职称层次分布合理，副高

以上职称达 75%以上。 

 

表 1  学位授予点基本情况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王宇博 教授 太平洋区域 现代化研究 

姚传德 教授 日本城市史 

武向平 教授 满铁史 日本史 

徐  翀 教授 全州球城市史 殖民地治理史 

范菊华 副教授 区域国际 关系史 

张井梅 副教授 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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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颖 副教授 德国社会与城市问题 

张传宇 副教授 日本史 华侨史 

李建彬 讲  师 近现代世界 经济史 

张  杨 讲  师 国际关系史 

于明波 讲  师 英国移民史 华侨华人史 

 

（三）研究生情况 

本学位授权点 2022年共招生 4人。毕业 2人，均授予硕士学位

目前在校硕士生 11人，分别 2018级延期毕业 1人，2019级 3人，

2020级 3人，2021级 4人。 

 

表 2：2022年入学新生 

姓名 年级 导师 

孔德隆 2022 武向平 

叶帆 2022 张井梅 

欧阳浩 2022 张传宇 

薛开元 2022 徐翀 

 

表 3：2022年毕业学生以及授予学位情况 

姓名 年级 导师 授予学位状况 

尹超 2019 高芳英 授予 

宋怡 2019 姚传德 授予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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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目前在校学生情况 

姓  名 指导教师 年级 

毛致远 王宇博 2018级 

李  越 姚传德 2020级 

刘小艺 张传宇 2020级 

张  琦 张井梅 2020级 

李巧敏 张传宇 2021级 

陆忆晨 王琼颖 2021级 

辜虹云 张井梅 2021级 

陈子睿 武向平 2021级 

孔德隆 武向平 2022级 

薛开元 徐翀 2022级 

欧阳浩 张传宇 2022级 

叶帆 张井梅 2022级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

织保证。我院党委书记分管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配有一名专职研究

生辅导员，严格落实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制度。世

界史专业学术专业研究生积极、主动地参加了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活

动。 

（二）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我院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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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把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重中之重,开展面向全院研究生的宣传教育,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方位地贯穿于教学、科研、服务和

管理等各个环节。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展主题讲座、实地调研、党

团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帮助研究生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现将

相关教育活动汇报如下： 

 

表 5：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情况 

主题 时间 参与者 

“建团百年，薪火相传”之“红色经典诵读”活

动（共 7期） 

全年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研究生战“疫”动员与志愿者服务动员（共 8次） 

2 月 13 日

——年末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热议全国两会精神”学习 3月 24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春风浩荡习两会，万物复苏抗疫情”活动 3月 27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喜迎建团百年，共谱青春华章”征文活动 4月 21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知行合一,‘五一’颂美德”——研究生线上红

色观影活动 
5月 2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党章、强党性、做表率”活动 6月 12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青春献礼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程”主题党日

活动 
8月 23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22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活动之新生发展党员

专题讲座 
9月 14日 学位点全体新生 

新时代研究生的素质养成与能力提升——新生入 10月 8日 学位点全体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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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课 

党的二十大直播学习与讨论活动 10月 16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10月 23—

—30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除了院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本学科学位点还通过课程思

政建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世界史相关课程教学中，一些青

年教师找出若干“契合点”，分别用讲授、实地调查、田野考察、分

组讨论、课后作业等形式，以“润物细无声”为主题内容，以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手段鼓励学生将所学的世界史专业理论与知识和

我国当前形势、历史文化中的博大精深，与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紧

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长的新时代研究生。 

（三）校园文化建设 

本学科学位点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生动有趣的研究生课余

生活，启迪研究生的思想，使研究生能够更好的将来服务社会。 

 

表 6：部分文化活动 

主题 时间 参与者 

“抗疫宅家，每日一卡；快乐运动，健康生活！”

主题健身活动 
3月 10——25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厨艺 PK赛 3月 17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微光剪影，“疫”路同行摄影大赛 
4月 24日——5

月 2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品茶悟人生，沉浮皆自在”等茶文化系列活

动 
5月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8 

 

“不够浪漫，人类怎么重启”秀图大赛 
5月 17日——5

月 24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青春心向党，筑梦新时代”——社会学院研

究生才艺展示活动 

5月 19日——6

月 21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轻装策马青云路，百舸迎梦驭长风”——毕

业晚会 
6月 19日 学位点全体在校生 

“青春献礼二十大，健康启程新‘骑’迹”绿

色骑行活动 
11月 26日 学位点部分在校生 

 

（四）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院定期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主题教育、主题讲座、座谈会及时掌握研究生思想政治动态。 

◆研究生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学院做好研究生会、班团学生

干部管理与培养，协调好班级学生干部、党支部支委、院研究生会的

工作协调，及时开展相关座谈会了解学生干部的思想动态、工作能力。 

◆帮困助学、评奖评优。按时完成 2022 级研究生困难情况调查

统计工作的通知、2022 级研究生爱心互助基金工作、2022 年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2022年学业奖学金、2022年优秀研究生、2022年优秀

毕业研究生评定工作。 

◆心理健康、安全稳定。组织 2022级研究生完成心理普测工作，

并根据普测结果，对部分研究生进行谈心谈话交流。做好研究生安全

教育工作，及时提醒研究生注意自身财产、宿舍安全等问题，每月定

期在社会学院研究生公众号推送防诈骗相关内容。 

◆疫情防控、请销假。做好研究生的每日疫情摸排上报工作，严

格规范研究生日常请销假制度。教育引导研究生非必要不离苏、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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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教育研究生关注疫情信息、合理规划出行，

科学佩戴口罩，合理安排作息、安全健康饮食，做好健康监测、遵守

防疫规定。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本学科研究生开设的外语、思想政治、计算机等课程由研究生院

统一安排，本学位点教师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如表所示： 

 

表 7：2022年度世界史学科课程开设一览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学时 

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 专业课 2 36 

欧洲工业史 专业课 2 36 

20世纪美国社会与经济 专业课 2 36 

公共课应用英语 基础课 3 54 

近现代国际关系 专业课 2 36 

世界近现代经济 专业课 2 36 

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课 3 54 

现代化理论 专业课 3 54 

近代中日关系史 专业课 2 36 

日本近代史 专业课 2  

专业英语 基础课 3 54 

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专业课 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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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导师选拔培训 

本学科学位点对硕士研究生导师进行严格的选聘、培训、考核。

一是导师的选聘经过学院 “把关”。二是学院严格执行学校《关于

印发苏州大学导师学院暂行工作条例的通知》规定，对导师上岗前进

行严格的政治素质与业务培训。三是采取汇报、听课、绩效评价等形

式，对导师进行动态性考核。四是实施“老导师帮扶新导师”制度，

在新导师独立指导学生前，设置“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由老

导师帮扶新导师指导研究生。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科学位点在师风师德建设方面，一直秉承“养天地正气，法

古今完人”的校训。本学位点严格执行苏大的相关规定，加强对教师

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要求和对研究生的相关教育，在开学教育时

便反复强调学术道德和规范。在论文指导中也加强督导，通过论文查

重等技术手段防范学术不端行为，5年中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四）学术训练情况 

在学术训练方面，除导师进行的日常学术训练以外，本学科学位

点还有如下要求： 

一是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学术论文方可获得学位。2017 年 4 月

颁布的《苏州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

规定了具体指标，较之前大为严格，也高于国内绝大部分高校（参见

附件）。二是鼓励学生参与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为培养和锻炼研究

生的学术能力，导师普遍让研究生参与自己主持的科研项目，并鼓励

学生申报科研项目。三是聘请外单位专家来校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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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术交流情况 

本学科学位点学术交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5月 21日下

午 3点至 5点，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史学

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徐志民老师作《中共与日共早期关系研究》

报告；二是 11月 2日上午 9点至 11点半，邀请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韩东育教授作《中共在抗战中的国际生存环境》讲座，南京大学特聘

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陈谦平作《“九

一八”事变与民国第二次边疆危机》讲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

生教授作《接待与政治：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讲座；三是

11月 5日至 7日，由苏州大学世界史学科带头人武向平教授带领本

专业师生筹备的江苏省世界史学会第 24届学术年会，在苏州大学社

会学院顺利召开，这次会议全省 17所高校、研究机构 88名学者参会，

这是历届江苏省世界史学术年会的一次成功典范，受到一致好评。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本年度本学科学位点研究生学习努力，科研热情高，学习态度扎

实，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有 11人获得了 2022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其中，李越、孔德隆获得一等奖学金，刘晓艺、辜虹云、陈安楠、薛

开元获得二等奖学金；张 琦、李巧敏、陆忆晨、陈子睿、欧阳浩获

得三等奖学金；辜虹云获得顾一张奖学金。本年度本专业研究生获得

奖学金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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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022年度世界史专业学生获得奖学金一览表 

姓名 年级 等次 

李  越 202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 

刘晓艺 202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 

张  琦 2020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 

李巧敏 20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 

陆忆晨 20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 

辜虹云 20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 

顾一张奖学金 

陈子睿 20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 

陈安楠 2021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 

孔德隆 202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 

欧阳浩 202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三等 

薛开元 2022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一是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对课程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二是改革

发表“小论文”作为毕业条件的做法，积极探索科研训练积分制。三

是加强了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等各个环节的要求，力求“层

层把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四是为了保证培养质量，本学科从

研究生入学考试环节就“做足”功课。为保证生源质量，初试时加大

试题难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面试时设置自我阐述、回答问题、

观点提炼等多个环节，加强面试的科学性；同时采取提前准备题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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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取形式，保证面试的公平性。通过以上措施，综合挖掘生源的综

合素质、理论基础、专业特长和创新潜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做好学科带头人的转接工作，由于本专业原学科带头人退休，

由特聘教授武向平担任新学科带头人。二是新引进了一名特聘教授徐

翀老师，其博士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具有海外留下背景。三是本专

业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重点做好美国史研究专业人才的引进工作，由

于本专业两名美国史研究的老师退休，美国专业老师面临空缺。四是

做好了具有副高职称的年青教师申报硕士生导师的动员工作与培训

工作。五是通过集体备课、集体讨论等方法，加强师资的业务水平与

职业道德。 

（三）科学研究 

本学科学位点科学研究的着眼点在原有专业体系不变的情况下，

新增设东亚历史与文化、殖民地治理史和全球城市史三个方向。这也

是国内世界史学科发展当前注重区域国别史研究的推动作用的指引，

也是今后本专业发展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目前，本学科学位点已经

成立了苏州大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作为学术合作和指导单位。另外一个全球城市史研究中心正在筹

备中。 

在科研成果方面，本学科学位点共出版专著译著 2部，发表学术

论文 3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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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本学位点全年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情况 

姓名 成果名称 
发表或出版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武向平 

《日本侵华战争与盗绘中

国兵要地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年 8月 

《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

资料丛刊 第六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2年 11月 

姚传德 
日本青少年的世界遗产教

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年 7月 

于明波 

“移民融合”机制的完善

——评析英国《1968年种

族关系法》的生成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2年第 2期 

王琼颖 跨国主义与德国城市（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22年 9月 

 

在获奖方面，本学科学位点教师全年获奖 3项。具体如下： 

 

表 10：本学位点教师全年获奖情况 

获奖人 成果形式与名称 所获奖项 奖励级别 

武向平 

著作：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

资料丛刊 第一辑 满铁调查月

报 

2022年吉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 

省级一等奖 

武向平 
著作：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

盟政策研究 

江苏省第十七届

哲社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省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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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翀 

城市中的帝国主义：太平天国

时期战争与上海法租界市政的

形成，1853-1862  

Imperialism in the City: w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 in the Taiping 

period, 1853-1862 

苏州市第十六届

社会科学成果三

等奖 

市厅级三等

奖 

 

在项目方面，本学科学位点教师全年立项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3项。

具体如下： 

 

表 11： 硕士点本年度新立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主持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万） 

武向平 
《日本对中共调查档

案资料汇编》整理 

国家图书馆资助 

项目 
12 

徐翀 

上海法租界的公共安

全治理研究

（1849-191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一般项目 
25 

徐翀 

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安

全防控体系建构研究

（1849-1921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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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硕士点本年度年获得人才称号 

姓名 人才称号名称 

武向平 姑苏宣传文化 B类特聘人才 

 

（四）传承创新优秀文化 

◆把握历史趋势，构建科学发展体系的新目标。随着本学科人才

的不断引进，我校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方面体现了两个明显的

特征：一是以中日关系史、日本历史、东亚近代化研究为主体的研究

团队，表现了较强的学科发展优势，二是以欧美史研究领域团队发展

结构，处于青年后劲力量的成长时期。所以，要深入领会国家关于加

强历史研究的指示精神，根据学科发展优势的不同阶段特点，进行研

究团队的重新组合，这是进一步推动我校历史学科建设的有力举措，

也是构建我校世界史·东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

内容。 

◆推进学科建设与发展，打造学术研究与交流新高地。本专业将

充分发挥我校世界史、东亚史学术研究的优长，在东亚史、中日关系

史、华侨史、殖民地史研究方面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

鉴。尤其是，在日本对华资源调查及盗绘图表方面、在日本对中共调

查方面，将陆续出版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五）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情况 

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学科体系的话语权。本世纪初，为了促进东

亚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在步平先生的倡导下中日韩三国轮流

坐庄每年定期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东亚的历史文化展开研究与探

讨，该项活动得到了外交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为东亚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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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为了进一步提升我校世界史、

东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必要跟上国家学术发展研究的战略思想，

积极推动东亚史研究。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科学位点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本

学科的老师召开研讨会，就本学科专业未来发展方向、学生培养目标、

专业课程设置、校际同专业的互相交流学习等进行探讨，并设定为了

发展的新目标。二是聘请校外专家就学科发展进行咨询。从本年度 5

月下旬 11月上旬，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进行咨

询，就本硕士点的发展多方听取意见。 

本年度本学科学位点由两名研究生参加答辩，没有出现学位论文

抽检不合格的现象。   

六、改进措施 

其一，进一步使培养方案合理化。结合学位点例行的培养方案修

订工作，积极吸收专家指出的意见，使培养方案更趋完善，学术训练

更加扎实。 

其二，进一步加强师资建设。今后学位点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计划 3年内引进有学术潜力的副教授以上年轻教师 1-3名，并

结合学校新制订的师资博士后制度，加强青年教师的引进、筛选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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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通过承担横向科研项目，建立合作关系，以提高世界史专业的

研究能力与知名度。 

其四，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鼓励有条件的研究生毕业后赴海

外留学深造，或介绍其至国内 985以上高校读博，平时多组织各类学

术讲座或学术沙龙，努力营造学科点的学术氛围，培养研究生的学术

自尊与自信。 

其五，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学位点今

后将进一步努力做好国际学术交流，鼓励各位导师，尤其是中青年教

师利用项目经费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学院的统一安排下，争取

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能有去海外短期访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