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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系79级学生留念

1963年10月成立藏语文系(1971年9月曾
改称藏文队)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硕士学位
授权点和汉语言文学（含师

范）一个本科专业

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
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学科教学（语文）等二级学科方向

汉语言文学是是西藏民族大学优势专业

教育部第四批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年）
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2020年）

汉语言文学（师范）为西藏师范专业认证打
样专业（2020年）

在2024年软科排名中，位列123位
在陕西省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三

1959年8月西藏公学四部(1960年初改称
一部)的藏语文专业培训班

1975年1月设语文系(设藏语文、汉语文
专业)

语文系教师强巴扎西在上藏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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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历史与成就

2005年组成人文学院，2010年改设文学
院



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职工59名，其中专职教师

46名，教授18人，副教授17人，博

士38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

（兼职），国内知名高校兼职博导4

人，硕士生导师31人。

师资队伍中，自治区学术带头人2名，

自治区级教学名2名，形成了一支高

职称、高学历为主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教学与科研成果

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巩固传统中文学

科研究优势，同时在西藏汉籍文献整

理与研究等领域居国内领先地位，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1项，省部级科

研课题40余项，出版学术著作30余

部，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

教学成果曾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二等奖、国家民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西藏自治区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科研教学成果丰硕。

学术交流与合作

学院设有“文学讲堂”，经常邀请国

内著名作家、高校一流专家教授和实

力派中青年学者讲学，提升了学科发

展水平。

还得益于教育部对口援建高校复旦大

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的长期稳定支持，每年选送优秀本科

生和研究生到对口高校交流学习，拓

展了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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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

教授18名，副教授17名，博士38名，
高级职称和博士均达到70%以上。



坚持立德树人，立足陕西，面向西藏，

服务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以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培养具备扎实

的汉语言文学基础、良好的人文素养、

宽广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创新意识，能在

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从事相关工作

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为中国语言文学，核心课程包

括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概论、古代

汉语、现代汉语、写作训练等。

这些课程涵盖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

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及新闻、

历史、哲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

识，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专业知识体系。

主干课程

学生将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

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

的文学修养、鉴赏能力，较强的语言和

文字表达能力。

了解我国关于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方针、

政策，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

能阅读古典文献，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

和实际工作能力。

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



特色课程 西藏审美文化

⚫ 校级慕课，校级一流课程
⚫ 主 持 人：宋卫红副教授
⚫ 上线平台：智慧树



特色课程 藏族文学史

◆课程负责人：李宜教授
◆使 用 教 材：自编教材
◆该教材在2024年8月前将
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
版发行。



特色教材



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

学院秉持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的人才培养理念，既重视专业教育和课堂

教学，又重视党建工作、学生思政教育和

课外实践活动。

通过专业教育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通过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交流合作与实践锻炼

学院每年选送14名优秀本科生、8名优

秀研究生到对口高校交流学习，与复旦

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学生在交流学习中，能够接触到不同的

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拓宽视野，提升

综合素质。

课外活动与社团建设

办有学生刊物《翰墨集》，设有

墨缘文学社、翰墨缘书法协会、

凌潇轩漫笔协会、汉服协会、交

谊舞协会等学生社团，为学生提

供了丰富的课外活动平台。

学生在社团活动中，能够发挥自

己的特长和兴趣，培养团队合作

精神和创新能力，促进个人成长

成才。

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培养 对口支援院校交流学习

文学院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办暑期学校

文学院领导及教师与对口院校开展座谈

赴华东师大中文系交流学生合影



特色培养 读书工程及写作训练

⚫组织了十几位青年博士编写推
荐阅读书目《阅见——中国语
言文学推荐阅读书目》，作为
四年的读书指南

《翰墨集》（原《练笔》《人
文》）：学生刊物40余年
《知行文丛》：（21汉本3班）班
刊，收录班级文学创作及读书笔记



特色培养 读书工程
⚫读书笔记本
⚫每年一届的读书笔记展评活动

⚫本科生读书会及读
书公众号
⚫包括国华班读书会、
⚫Book思议读书会、
⚫知行读书会。



“双一流”建设

学院正在“双一流”（一流专业、一流学科）建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积极

筹备博士一级学科，稳步推进特色专业建设。

通过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院的整体实

力和竞争力。

学院积极探索“新文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结合时代需求和社会发展，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科专业优势与影响力

学院致力于将学科专业建设成为西部地区和全国同类民族院校中具有一定优

势和影响力的特色学科专业，成为西藏自治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基

地和民族地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科研示范基地。

通过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学质量，扩大社会影响力，为推动西藏地区文化

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院未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