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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09 年 8 月修订） 

 

一、专业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水平、系统的民族学基础知识，较强的外语，计算机应

用能力的，有进一步培养全能的民族学专门人才，为民族学高级研究人员的培养输送后备力量；以

及具备能够担任民族事务公务员工作，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咨询服务工作、行政管理和文教新闻及

各类企事业单位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 

2.掌握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3.具备民族学调查、研究和分析能力； 

4.了解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趋势和新动态； 

5.掌握国家有关民族政策法规的知识，并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 

6.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够进行日常外语交流和阅读专业外语资料，毕业前必须通过三级水

平考试； 

7.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 

8.具备以蒙汉两种语言工作的语言能力。 

二、学制：4年 

三、学位：法学学士 

四、课程类别及学分比例 

准予毕业总学分：158 学分。 

必修课 110学分，占毕业总学分 70%； 

其中：通识教育必修课 42学分； 

学科专业类必修课 34学分； 

专业必修课 34学分。 

专业选修课 38学分，占毕业总学分 24%， 

其中，全校统选科 8学分； 

专业选修课 30学分。 

科研训练和实践环节教学 10学分，占毕业总学分 6%， 

其中，社会调查与实践 2学分； 

二年级论文 2学分，三年级论文 2学分，毕业论文 4学分。 

 



民族学专业 2014 级本科生专业课程安排 
（共计 107 学分）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学时 主讲教师 教  材 

一年级第一学期（2014-2015年度第一学期/秋季学期）/15学分 

0902130101 大学蒙古语 学科必修 4 64 格日勒图  

0902130501 人类学通论 学科必修 4 64 白俊瑞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0902130601 社会学概论 学科必修 3 48 哈斯额尔敦 齐巴特尔：《社会学导论》（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 

0902130801 汉语（一）（文选） 学科必修 2 32 包英华  

0902142301 中国民族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梅花 宋蜀华等：《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一年级第二学期（2014-2015 年度第二学期/春季学期）/10学分 

0902142503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 2 32 温都日娜  

0902130301 世界历史 学科必修 4 64 格日乐  

0902130703 人类学研究方法 学科必修 2 32 阿拉坦宝力格 王积超：《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0902131001 汉文应用写作 学科必修 2 32 萨奇尔  

二年级第一学期（2015-2016 第一学期/秋季学期）/20学分 

0902130401 中国历史 学科必修 4 64 格日勒  

0902130901 汉语（三）（现代） 学科必修 4 64 包红丽  

0902141603 蒙古民族志 专业必修 3 48 特古斯巴雅尔  

0902141501 蒙古宗教概论 专业必修 3 48 梅花 呼日勒沙：《蒙古宗教概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年。 

0902141401 西方文化人类学史 专业必修 2 32 宝花  



0902156201 人类学名著导读 选修 2 32 宝花  

0902153101 都市人类学 选修 2 32 兴安 中周大鸣：《都市人类学》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二年级第二学期（2015-2016 第二学期/春季学期）/14学分 

0902141701 生态人类学 专业必修 2 32 阿拉坦宝力格 阿拉坦宝力格译：《生态人类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 

0902130201 蒙古历史 学科必修 4 64 格日乐 乌云毕力格等：《蒙古史纲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蒙古文、汉文版）2006 年。 

0902142401 蒙古民俗学 专业必修 2 32 乌日图那苏图 哈丹碧扎拉桑：《蒙古族民俗学》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 

0902154801 蒙古文化史 专业选修 2 32 特古斯巴雅尔  

0902142101 社会性别研究 专业必修 2 32 包英华  

0902153001 影视人类学 专业选修 2 32 杨长宝  

二年级第三学期（2015-2016第三学期/夏季学期）/2学分 

 社会调查与实践 实践 2 *** 组织学生进行 28-30个工作日的田野调查，学生需每人提交一份田野报告。 

三年级第一学期（2016-2017 第一学期/秋季学期）/16学分 

0902156001 蒙古民族社会史 选修 2 32 格日勒  

0902141801 语言人类学 专业必修 2 32 兴安 [日本] 剪本孝：《语言人类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 

0902153801 博物馆学 选修 2 32 乌日图那苏图  

0902152701 世界民族概论 选修 2 32 梅花  

0902155901 北方少数民族研究 选修 2 32 乌日图那苏图  

0902141901 中国民族学史 专业必修 2 32 包英华  

0902153901 旅游人类学 选修 2 32 兴安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 

 学年论文（1） 实践 2 *** 在导师指导下编写论文并由导师评阅后，11月最后一周统一交到教务办。 

三年级第二学期（2016-2017 第二学期/春季学期）/18学分 

0902141201 政治人类学 专业必修 2 32 格日乐图 特德 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902141101 经济人类学 专业必修 2 32 顺巴依尔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9%B9%E5%BE%B7+C.%E5%8D%A2%E5%9F%83%E6%9E%97&search-alias=books


0902142201 游牧文明概论 专业必修 2 32 乌日图那苏图 特木尔扎布：《蒙古游牧人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年。 

0902155601 佛教基础 选修 2 32 梅花  

0902141301 宗教人类学 专业必修 2 32 梅花  

0902153601 教育人类学 选修 2 32 宝花  

0902154901 蒙古族民族志历史文选 选修 2 32 杨长宝  

0902153501 发展人类学 选修 2 32 宝花  

0902156801 蒙古国吉里尔文字 选修 2 32 格日勒图 嘎拉桑朋斯格：《吉里尔蒙古文学系读本》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年。 

0902156901 专业外语 选修 2 32 备选课程 

第四学年第一学期（2017-2018 第一学期/秋季学期）/6学分 

0902142601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与

民族政策 
专业必修 2 32 包英华  

0902141201 族群与民族理论 专业必修 2 32 格日勒图  

0902154101 民族人口学 选修 2 32 备选课程 

 学年论文（2） 实践 2 *** 在导师指导下编写论文并由导师评阅后，11月最后一周统一交到教务办。 

第四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 第二学期/春季学期）/6学分 

0902155701 内蒙古三少民族研究 必修 2 32 包英华  

 毕业论文（设计） 实践 4 *** 四年级第一学期 12月份毕业论文开题，第二学期 5月份毕业论文答辩。 

 

 

 

 

 

 

 



附件 1 

 

民族学本科生田野工作管理办法 

（2015年修订） 

 

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技能是民族学学科立学之本，是民族学专业本科生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

之一。自我校民族学专业设立以来，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技能训练作为实践教学内容，一直要求

本科生导师负责督促学生实践。借本次教学体系改革为契机，为进一步常规化、规范化该项工作，

使作为实践教学环节正式进入课程体系当中。 

1. 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技能训练，以“田野调查”的名称纳入“科研训练与综合性实践教学

环节”，具体由田野调查前的培训、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三部分内容构成。 

2. 根据 10-15人一组的要求，每个教学班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系里指定专职教师负责组

织前期培训和带队调查，以及民族志写作工作。带队教师工作量按照教学计划学分制规定计算。 

3. 前期培训，一般由前期文献资料搜集、阅读和与调查相关的专业性培训，以及调查期间的安

全注意事项等内容。承担学生田野调查工作的教师应设计调查目的和调查内容，并根据设计和田野

点的具体情况对学生进行培训，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具体培训时间由带队老师自行掌握。 

4. 具体田野调查工作，安排在本科二年级夏季学期。在实际调查过程中，教师需组织学生有序

进入田野点并展开调查，适时总结和评估调查获得的材料，指导学生循序渐进式的逐步深入调查对

象的生产、生活，获得充足的第一手资料。 

5. 原则上在田野期间和完成田野调查后进入民族志撰写环节，要求民族志内容详实，并应达到

专业写作规范。 

6. 学生按照系里的统一组织，参加田野调查前的培训、前往指定的田野点进行实地调查，并在

带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民族志写作，经过相关要求考核合格后获得 4学分。 

7. 田野工作期间学生必须服从带队老师的统一管理，不得擅自离开团队，不得迟到早退。具体

调查和活动的时间由带队老师根据实际情况现场制定。学生应明确了解田野调查的目的、意义和内

容，严格遵守纪律。在田野点必须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具体参照“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田野工作手册’”。 

8. 学生在带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民族志写作任务后，最终民族志作品提交给带队老师，由带队

老师统一编订成册一式两份，提交教务办一份、资料室一份。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第一专属权归带

队老师和全体参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的学生所有。 

9. 田野工作经费由学校和学院支持和筹集，学生和带队老师购买的出行保险、往返路费和住宿

费，以及餐饮补助等费用，按照学校财务管理制度统一报销。 

 

 

 

 

 



附件 2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意见 

（2015年修订）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

意见》（教高【2011】6号）和内蒙古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和质量工程》的要求，结合我院“坚持本

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教学立院、科研强院”的办学理念，培养民族学与社会学高层次理论

研究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推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

索新形势下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制定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

科生导师制实施意见。 

一、实施目标与意义 

本科生导师制是结合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学生热爱所学专业，注重社会实践，培养研

究兴趣和科研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导师制

已有多年的实践，近年来在国内部分高校也已经开始试行。我们学院在民族学专业本科生教育中施

行导师制已有一段时间，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并积累了经验。 

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教师与学生在真诚、互信的基础上建立

“导学”关系，导师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在教学目标、方式、内容上采取不同的形式，分类指导，

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学习、探索和实践能力。 

本科生导师制也是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创新。导师不仅在

专业学习方面给予学生辅导，在思想道德、生活情感、心理健康等方面协助班主任、辅导员与学生

沟通、指导，使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深入、更扎实，使教学与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相辅相

成，达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目标。 

二、具体实施办法 

1. 组织机构：学院教授委员会负责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的制定、实施、监督、考核、评估等工作。

学院成立民族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三个指导小组，组长由各系和专业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各专业

任课教师组成。 

2. 组织形式：导师和学生实行双向选择制。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和开设课程，学生结合自身的研究

志趣，填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申请表》（附件一）选择导师。导师根据学生申请和自

身条件指定学生进行指导。学生可以按照兴趣和方向的改变可以申请更换导师，学院教授委员会根

据相关情况可以进行适当调整。 



3. 指导形式：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应采取“一对一”的个别指导与“一对多”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指

导。每次指导结束后导师需要填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工作记录单》（附件二），作为

考核、管理的依据。 

4. 指导时间：学期内导师应每个月指导学生一次，每学期应不少于四次。新学期开学之初，导师应

与所指导的学生面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计划，公示一学期指导计划。每次指导需要填表

登记，此表应由系主任确认签字。工作量根据登记表核算。 

5. 指导内容：导师应经常与学生交谈和保持联系，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学习情况和特

长爱好；帮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方法；为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

务；向学生介绍专业特点、前沿动态、教学计划等；指导学生进行广泛阅读；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尤其对学年论文进行精心指导；指导和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本科生创新

基金项目”、“挑战杯”等各类科研、实践项目；有计划的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此外，导师还为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参加“新生导航，

学长计划”。 

6. 实施范围：大学一、二、三年级全体本科生。 

三、工作量计算与考核 

1. 工作量计算：辅导学生每人每学期按 0.1 学分计算；学生经导师辅导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每篇

按 1 学分计算；学生作品（学术类）经导师辅导获国家级项目、奖项，每项按 2学分计算、自治区

级每项按 1学分计算。 

2. 导师的考核：由学生考核和院务委员会评议两部分构成。考核总分计算公式：总分=学生考核总

分×60% +院务委员会评议总分×40% 。考核参考依据包括：导师的政治思想表现，敬业精神、指导

学生的次数、学生的满意度等。 

 

 

 

 

 

 

 

 

 

 

 

 



 

附件 3 

民族学专业本科生必读书目 

（2015年修订） 

 

蒙古历史文化 

1.罗第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tunggalag tamir）（蒙文）。 

2.《蒙古优秀诗选》（monggol-in shildeg yaruu nairag）（蒙文）。 

3.《蒙古秘史》（推荐三种版本：达姆丁苏仁现代蒙语译本；策仁索德那木注释本；额尔登泰, 乌云

达赉等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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