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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发布的人才培养方案来看，

高校已然作好了让专业人才“长热”的准

备，考古人才大有可为。

刘连香介绍，2023年中央民大增设考

古学本科专业，将采取历史学大类招生，

招收50人左右。学校考古学注重理论知

识与田野实践相结合，实行考古学、文物

与博物馆学方向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

突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新文

科”特点，加强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的跨学科融合，对接学生未来不同需求，

形成务实求知、纵横贯通、多学科交叉、体

现个性化的培养模式。考古学专业强调

实践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在课程中融入田

野内容。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分为考古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两个专业方向培养，

考古学专业第五学期进行田野实习，毕业

时按专业分流方向授予历史学学位。

魏坚介绍，民大考古学以边疆考古、

民族考古、海洋考古为特色。在培养方

案中设有相关课程，多位老师到内蒙古、

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进行考

古调查和发掘，或对海洋文明、海洋文化

相关的遗存进行研究，充分认识不同文

化特征及相互交流状况。魏坚建议，有

志于发掘和保护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

存、揭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重任、喜

欢探索人类历史未知并想近距离接触各

民族不同文化的考生，可报考民大考古

学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研究生院）招

生处副处长刘日升介绍，今年学校计划

新增考古学本科专业，其核心课程包括

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

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三国两

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博物馆

学概论、田野考古学概论、科技考古、考

古技术等。培养具备较高的考古学理论

素养、系统的考古学专业知识、突出的田

野考古实践能力、广博的文博与文化遗

产知识、较强的创新精神以及综合素质

卓越的考古学专门人才。

北京联合大学的考古学科是20世纪

70年代末从北京大学分校的历史学基础

上建立的，迄今已有40多年历史。目前，

考古学科还与艺术学院、师范学院、机器

人学院、数理部、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等校

内单位合作，将文物活化利用、公众考

古、考古发掘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运用

于壁画修复、有机质文物分析等跨学科

的研究合作，组建了跨学科的考古文博

研究团队。学校还与相关单位合作，建

设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市

考古研究院等 15 家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黄可佳教授介绍，增设考古专业可以更

加精准对接考古行业发展需求，重点培养

考古紧缺技术人才和研究人才，从本科考

古教育的系统化培养到高层次与文博单

位合作，推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还可

以提升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水平，让学生

快速适应岗位需求，最终培养一批多学

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备田

野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

考古考古学学：：

曾经的曾经的““冷门冷门”“”“热热””起来了起来了

提到考古相关专业，你应该听过“考古女孩”钟芳蓉的名

字，她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选择了考古专业，引发社会

热议。考古学，曾因“冷门”而出圈，现在热起来了。

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结果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在京高

校都将考古学专业列为新增专业，全国有7所高校新增考古学

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 1922 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

文科研究所)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历

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在这一个世纪

里，考古相关专业“出圈”走进大众视野，却

发生在近几年。2020年，钟芳蓉选择北大

考古专业，网友们赞叹她坚定理想的同时，

也在不解：都考上北大了，为什么不选一个

“热门”“挣钱多”的专业呢？辛苦、没“钱”

途、冷门，是很多人对考古学专业的认知。

事实真是这样吗？

田野里教学，是考古学设立伊始延续

至今的育人方式。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

考古为标志的现代考古学传入我国。田野

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

节。早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之初，考

古学专业就把培养学生的田野工作能力放

在突出位置。如今，北大考古学专业本科生

培养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历史科学和

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

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完全胜任考古、

文物和博物馆等专业工作，也能够适应于人

文社会科学各相关方面的工作。北大考古

学设置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学概论、科技

考古、田野考古实习等课程，学校还有田野

考古基地等，并多次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在最

新一轮的一级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考古

学专业以总分 95 分高居榜首。毕业生每

年有 60%至 70%选择继续深造，就业领域

包括国家党政机关、各级博物馆、出版机

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文物市场、外企等。

除北大开设考古学专业较早外，1956

年，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同年开设的考古专

业，是中国首批开设的考古学科之一，2020

年入选“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1972年后，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

京大学、厦门大学，以及武汉大学、山西大

学、郑州大学相继设立考古学专业。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考古从业人员

严重短缺，与国家对考古事业的要求严重

不符。“根据相关材料，不论是中央还是地

方考古单位，均面临考古人员编制严重不

足的局面。我国目前考古人才培养能力欠

缺，考古人员社会供给能力不足。”北京联

合大学考古学专业负责人黄可佳教授说。

考古学曾因“冷门”而获得关注。近

些年，随着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上新”，

《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文博类

节目火遍网络，社会上掀起一阵考古热、

文博热。

这股热度会维持多久？中央民族大

学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刘连香表示，目

前社会上对考古学的热度绝不是因为某

一网络事件所引起的，而是考古成果在

树立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价值被社会看

到和认可。坚持文化强国战略，就需要

用考古成果传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考古学的热度不会短暂消失，而会长久

持续下去。

为了满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考古

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满足社会对考古

学的持续关注，高校一方面扩大考古学招

生规模，提高考古学教学质量，向社会输

出更杰出的考古专业人才，比如今年全国

有7所高校新增考古学本科专业；另一方

面，高校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央民

族大学等全国20余所高校获批考古发掘

单位资质，直接参与我国各地甚至海外考

古发掘项目，学生在学期间就能体验探索

历史的机会。

考古学专业会持续热下去，在国家

发展战略的一系列举措中也得到了印

证。2021年 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的介绍“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

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国家文物局将

与教育部、人社部等部门密切协作，推动

有条件的高校适当扩大考古相关专业的

招生规模，发展文物修复、考古技术等职

业教育的专业。2022 年初，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等 16 家文物单位与北京大学等 13 所高

校合作，联合培养考古学国家急需的高

层次人才。同年 1月，教育部、国家文物

局发布的《关于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的通知》提出，要聚焦

我国考古事业对现代考古领军人才的迫

切需求，创新协同育人模式，为我国考古

事业培养和储备一批创新能力强、具备

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形成现代考古高

层次人才辈出新格局。

据相关调研估算，全国文物保护修

复人员缺口约为2.6万人。黄可佳表示，

针对考古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国家正

加大对全国考古人才需求的支持。2021

年，各考古单位大幅增编，2022 年呈现

“井喷式”扩招。不仅考古单位人员需求

激增，近两年从中央到地方，还成立了一

批新的考古单位或机构，许多高校也设

置相关机构，加大了对考古人才的需求。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学学科带头人、

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表示，至少在

今后几年，将会有更多的高校开设考古

学专业。从长远来看，考古学的研究成

果能极大提高国家的文化自信，该学科

已经上升至重大社会政治高度。就目前

而言，近几年各地考古研究机构大量扩

编，考古人才严重短缺。各地高校为适

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也将开设考古学

专业。本科生毕业后可在本校及国内外

考古学和相关学科领域继续深造，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报记者 胡梦蝶 许 卉）

静悄悄的老牌专业

真的是冷门吗

热起来了 会持续热下去吗

“长热”的背后 考古人才大有可为

中央民族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师生进行壁画保护实践。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