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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表

学位授予单位
（盖章）

名称：内蒙古师范大学

代码：10135

申请一级学科
名称：中国语言文学

代码：0501

本一级学科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二级

■硕士一级 □ 硕士二级

□博士特需项目

□无硕点



 

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

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

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年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

），兼职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

科研奖项、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学科方向参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

简介》中本学科的学科方向填写，填写数量根据本一级学科点申

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学科方向数量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

务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

密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

评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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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学科简介与学科方向

I-1  学科简介

    一、学科发展简况
    内蒙古师范大学始建于1952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同时诞生。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方向于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
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被确定为自治区首批重点学科。2006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现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1个，自治区社科研究基地2个，自治区重点学科2个；有教育部特色专业1个，省
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品牌专业2个。
    二、特色与优势
    1.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本学科是国家培养蒙汉兼通少数民族复合型
人才的重要基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经过65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向、鲜明的研究特色和合理
的学术梯队。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蒙古国等长期开展合作研究， 建设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等高层次
学术平台。近五年获批国家级项目42项，科研经费达2085.9万元。
    2.民族与传统兼具，地域特色鲜明。  着力于草原文学、蒙译文本、蒙古族民间文学及蒙古文创作文本的整
理和阐释，关注蒙古族文学理论、蒙古文学学科史的资料整理与体系构建；蒙古语固定短语研究、中古蒙古语研
究、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蒙古秘史》文献整理备受学界瞩目。传统研究方面
，注重对本土文学遗存、诗文创作、地方戏剧、影视文学的理论总结，雅学研究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龙学”研
究、生态文学研究、训诂释义理论研究、辞书修纂等方面具有优势。
    3.科研成果长期积极为地方社会文化建设服务。  本学科注重发挥区位优势，围绕自治区“人才强区”及
“民族文化强区”战略，与自治区党委、社科联及国内著名高校合作进行了具有智库建设、意识形态把控和大数
据意义的研究，为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靠参照。包乌云的研究报告得到了俞正声等中央领导的批示，蒙
古文信息处理技术被广泛采用，内蒙古方言研究被纳入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三、申请的必要性、人才培养
    语言文学是国家推进政治及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的实
施，本学科对于自治区及周边地区信息传播与文化引领方面的作用日渐凸显，提高办学层次、培养更高一级的专
业人才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和建设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有利于为国家培养
更多高层次蒙汉等多民族专业人才，促进协同创新、智库建设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对校内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社会民俗学等学科产生辐射作用。本学科生源充足，就业率高，有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师
资队伍，制定有完备的有关学风教育、学术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的条例和制度，已具备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各
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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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科方向按照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学科方向与特色

学科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汉语言文字学

    1.雅学研究。以古汉语同义词为视角，研究雅书词语。对《尔雅》《尔雅
注》《埤雅》等，着力在古汉语同义词的辨析特点、辨析方法、训诂体例等方
面进行研究，创获良多；《尔雅》与现代辞书释义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突出。
2.语言与科技文化研究。在古代科技与词语、汉蒙词语信息库建设、汉蒙语言
特征差异对双语者认知关系等研究方面发展迅速，特色明显。3.本土方言研究
。发挥地域优势，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承担了内蒙古方言调查工作，相
关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采纳。在内蒙古汉语方言的分类研究以及与文化的关系
研究方面，富有特色。

文艺学

    1.蒙古族文学理论研究。基于国内外多语种史料，清晰地提出了蒙古族文
学史、文论史、学术史、学科史研究的相关理念、范畴、框架、主题、体系及
方法论等，为学界提供了阐释、评估蒙古族文学的新路径。2.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研究。突出文本批评和诗学典籍整理，“龙学”研究积累深厚。充分注重发
掘地方文化、文学和文论资源，业已形成了稳定且富有特色的元代文学批评研
究方向。3.内蒙古本土文学批评。重视对地区文学遗存、诗文创作、地方戏剧
、影视文学、民族曲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考辩与理论总结。

蒙古语言文学

    1.现代蒙古语应用研究。运用文理交叉的跨学科性研究方法，重视蒙古语
综合型语言知识库建设。其中，蒙古语固定短语研究居于国内和世界领先地位
。2.蒙古语社会文化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着力于蒙古语和蒙古文化共变关系的
探讨，揭示语言形式、语言结构和语言演变背后的文化内涵，数据库建设为政
府层面的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基础依据。3.蒙古族文学文本阐
释。形成了以蒙古族古代文学、蒙古族现当代文学以及汉族古典小说蒙译本为
中心的特色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

    1.蒙古语言文献研究。关注蒙古语言文献整理，中古蒙古语、回鹘蒙古文
、八思巴文等领域成果丰硕，敦煌蒙古文文献研究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2.民
族与地方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蒙古秘史》、蒙文《大藏经》等民族及地方
类文献，与日本、蒙古国高校长期开展合著研究，相关成果多次被新华社、香
港《大公报》等媒体报道。3.传统汉文文献研究。主要致力于文献的名物训诂
、重要作家作品的整理、韩国汉籍文献的研究等，积淀深厚，特色鲜明。

民间文学

    1.民间文学互文性、叙事性、宗教渊源及文学人类学研究。关注潮尔史诗
、好来宝、祝颂词、西部二人台及其他民间戏曲等民间文学精华的传承与保护
，历史悠久，研究方向稳定。2.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着力于胡仁乌力格尔的
文本整理、胡尔赤生平考订、表演艺术研究等，研究成果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3.蒙古族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研究。在《江格尔》《格斯尔》、科尔沁史诗等
蒙古族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的汇集、整理及阐释研究方面积淀深厚，成果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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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支撑学科情况

I-3-1  本一级学科现有学位点情况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0501-中国语言文学 硕士一级

I-3-2  与本学科相关的学位点情况（含专业学位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学位点名称 授权层次类别

0402-心理学 博士一级 0401-教育学 硕士一级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 硕士二级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硕士二级

0602-中国史 硕士一级 1303-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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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获得学位，或在境外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

2. “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担任导

师/博导人员。

 

注： “资助时间”不限于近5年内，可依据实际资助情况填写历次资助时间。

Ⅱ  师资队伍

II-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
合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0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海外经
历教师

外籍
教师

正高级 29 0 0 3 6 11 9 0 20 19 0

副高级 26 2 15 7 2 0 0 0 25 18 0

中 级 1 1 0 0 0 0 0 0 1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56 3 15 10 8 11 9 0 46 37 0

最高学位非本单位人数（比例）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47 人   ( 83.93 % ) 54 人   ( 96.43 % ) 3 人   (  5.36 % )

II-2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限填5个）

序
号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带头人

姓名 资助时间 所属学科

1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创新
团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创新团队 满 全 201603 0501-中国语言

文学

2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教学
团队 现代蒙古语教学团队 青格乐图 201209 0501-中国语言

文学

3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教学
团队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 高林广 201309 0501-中国语言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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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填写，每个方向不少于3人）

方向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专任教师数 12 正高职人数 6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 王建莉 48 博士 正高级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内蒙古语言学
会常务副会长
，内蒙古社科
联第六届委员

会常委

1 0 10 4

2 李 杰 44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1 0 7 5

3 林 民 47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中文信息
学会理事，国
家语言资源监
测与研究少数
民族语言中心
学术委员会委

员

0 0 8 5

4 李 丽 40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7 4

方向名称 文艺学 专任教师数 12 正高职人数 8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5 满 全 49 博士 正高级

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第
一、二层次人

选;

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学会副会
长，内蒙古自
治区作家协会

主席

0 0 15 9

6 张子程 52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6 4

7 朝鲁门 53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17 12

8 王艳凤 54 硕士 正高级 无;

中国东方文学
研究会理事
，内蒙古文学
研究会副秘书

长

0 0 15 12

方向名称 蒙古语言文学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职人数 6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9 青格乐
图 52 博士 正高级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支
持计划”;

中国蒙古语文
学会副会长 1 0 16 10

10 哈申高
娃 52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6 4

11 包乌云 42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1 0

12 莫  巴
特尔 56 硕士 正高级 无;

中国蒙古学学
会理事，中国
蒙古语文学会

理事

0 0 21 8

方向名称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专任教师数 10 正高职人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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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请按表I-2所填学科方向名称逐一填写

2.“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填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一人有多项“学术

头衔或人才称号”或多项“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的，最多填写两项。

3.“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包括在外单位兼职培养的研究生）均指近五年的招生人数和授予学位人数。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3 闫 艳 46 博士 正高级 自治区草原英
才;

内蒙古自治区
语言学会副会
长，中国训诂
学会理事

0 0 6 5

14 宝音巴
特尔 53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7 6

15 哈斯巴
根 59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蒙古语文
学会常务理事
、学术委员会

副主席

0 0 7 7

16 乌兰其
木格 48 博士 正高级 无; 无 0 0 7 6

方向名称 民间文学 专任教师数 11 正高职人数 5

序号 姓名 年龄（岁
）

最高学
位

专业技术
职务

学术头衔或人才
称号

国内外主要学术
兼职

培养博士生 培养硕士生

招生 授学位 招生 授学位

17 额尔敦
高娃 48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少数民族
音乐学会常务
理事，内蒙古
北方草原音乐
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

0 0 7 7

18
席  哈
斯巴特

尔
52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蒙古文学
学会理事，内
蒙古民间文艺
研究会常务理

事

0 0 12 6

19 铁 安 55 博士 正高级 无;

内蒙古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
席，内蒙古民
间文艺研究会
常务理事

0 0 20 4

20 包金刚 60 博士 正高级 无;

中国蒙古学学
会常务理事
，内蒙古自治
区文艺学研究
会副会长

0 0 2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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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4 各学科方向学术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简况

学科方向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姓名 王建莉 性别 女 年龄(岁) 48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
，200506

所在院系 文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后，内蒙古大学兼职博导。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内蒙古草原英才，内蒙古新
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内蒙古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内蒙古社科联社团管理委员
会委员，内蒙古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
    研究领域为训诂学、辞书学、汉语词汇学。近五年主持4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出版3部
专著，发表8篇论文，获得2项自治区哲社优秀成果政府奖。一部雅学研究著作获得自治区
社科政府奖一等奖，《光明日报》刊发两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辞源》第三版修订专家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古汉语植物名源流辞典”、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训诂释义研究”结题成果均获得好评。承担“汉语词汇学”、“雅学研究”等课程，指
导研究生11届，毕业28人，在读9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尔雅》同义词考论 （专著）
中华书局，1500册 内蒙古自治
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政府奖一等奖
2012-06 独著

修订本《辞源》植物词疏误举隅
（论文）

《河北大学学报》， 页码：33-
36 2014-02 独著

论《尔雅》的同义词词典性质
（论文）

《辞书研究》， 页码：60-
65，引用：2次 2012-0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尔雅》新注
2013
-

2017
18.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训诂释义研究
2008
-

2012
9.0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项目 古汉语植物名词典

2012
-

2015
20.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汉语词汇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雅学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文化词汇学 36 硕士研究
生



8

学科方向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姓名 李杰 性别 女 年龄(岁) 4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心身医
学专业，2002年

所在院系 教育科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后，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语言与认知。围绕少数民族语言差异、文化差
异导致的心理认知差异开展研究，如蒙汉双语者语义心理词典的表征、蒙汉双语者语言转
换的脑电机制等。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厅局级项目2项，参与内蒙古科技厅资助项目“蒙汉双语词汇加工的脑机制对比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蒙语词汇识别的ERP和眼动研究”的研究。发表专业学术
论为约30篇，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1项。承担专业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主干课程“认知心理学”、“语言认知神经科学”、等，指导硕士研究生
10届，毕业31人，在读5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平衡蒙汉双语者词汇与物理位置
空间信息的语义表征（论文） 《心理科学》， 页码：528-535 2014-03 通讯作者

非熟练蒙英双语者概念表征的非
对称性特点（论文）

《心理科学》， 页码：350-
355，引用：4次 2013-02 通讯作者

不同熟练度双语者非语言任务转
换的差异——来自ERP证据（论

文）
《心理学报》， 页码：746-756 2015-06 通讯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汉语学习对蒙汉双语者颜色概念
范畴重构的影响及ERP机制

2015
-

2018
55.0

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蒙汉语言特征差异对双语者认知
优势影响的ERP研究

2014
-

2016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
金

不同语言背景下蒙汉双语者语义
表征特点及代码切换机制研究

2010
-

2012
19.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2016 语言认知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4—2016 语言认知神经科学 54 硕士研究
生



9

学科方向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姓名 林 民 性别 男 年龄(岁) 47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应
用技术，2009年

所在院系 计算机科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二层次人员，蒙古文信
息技术国家标准工作组成员。
    研究领域为汉蒙文跨语言信息检索、文本深度分析和抽取技术、汉字字形计算及相关
软件技术。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EI检索7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与3项
；主持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与4项；负责工信部产业化基金项目1项，自治区
民委蒙古文信息化专项1项；获发明专利1项，软件著作权3项。承担中文信息处理，人工
智能与模糊信息处理、软件工程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指导硕士研究生13届，毕业13人，在
读4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融合主题与语言模型的蒙古文信
息检索方法研究（论文）

《计算机应用研究》， 页码
：3676—-3680，引用：1次 2016-12 通讯作者

基于维基百科的领域历史沿革信
息抽取（论文）

《计算机应用》， 页码
：1021—1025，引用：5次 2015-04 通讯作者

 基于LDA模型的蒙古文信息检索
方法研究（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页码：403-407 2016-03 通讯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内蒙古民委蒙古文信息化专项扶
持项目

蒙古文MOOC教学平台研发及基础
资源建设

2014
-

2016
200.0

内蒙古自然基金项目 面向跨语言信息检索的蒙汉双语
领域本体构建技术研究

2013
-

2015
5.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中文信息处理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人工智能与模糊信息处理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自然语言处理 36 本科生



10

学科方向名称 汉语言文字学

姓名 李 丽 性别 女 年龄(岁) 40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
学专业 ，2010年

所在院系 文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汉字、汉语的本体、应用与交叉研究
,研究特色体现在立足语言文字进行多学科交叉与多角度互补研究，实现传统学科与优势
学科的有机整合，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协同创新性与前瞻性。学术专著、论文、科研立项均
围绕科研方向，目标明确集中，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多项。主持教育部社科项目1项、自治
区社科项目1项。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2项，获高等教育自
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坛新秀。
承担“汉字学”“中国文字学史”“说文学”“语言理论”等研究生课程。指导研究生
7届，毕业21人，在读7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近代化学译著中的化学元素词研
究（专著）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 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1000册
2012-08 独著

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中的古语词
考释（论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 页码
：118-120 2013-03 独著

 近代化学の漢 《KAGAKUSHI》 ISSN0386-
9512，页码：19-25 2014-06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大攻关项目

近代化学译著中化学词语的演变
研究

2012
-

2015
7.0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 近代数学词语演变研究

2016
-

2018
1.0

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 化学元素词与化学元素字的演变
研究

2013
-

2017
2.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汉字学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中国文字学史 36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说文学 36 硕士研究
生



11

学科方向名称 文艺学

姓名 满 全 性别 男 年龄(岁) 49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国家“百
千万人才
工程”第
一、二层
次人选;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1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笔名道日那腾格里，日本访问学者，内蒙古作家协会
主席。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国家“中华经典资源库”项目讲解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
得者，自治区“草原英才”工程人选，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新团队
”带头人。
    研究领域为蒙古族文学理论与学科史，近五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
，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6部，发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9篇。获全国“朵日纳”文学奖、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自治区政府奖各1次。长期承
担“蒙古族文论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13届，毕业37人，在读11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文本、意义结构、文化阐释
（专著）

全国性奖：全国第三届“朵日纳
”文学奖；省部级奖：全区第十
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1000册

2014-08 独著

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蒙古族
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专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中
国蒙古学文库选题成果 辽宁民

族出版社，1000册
2014-07 第一作者

继承、创新、建构——蒙古文学
学科史相关问题（专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
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000册 2015-07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蒙古文学学科史：资料整理与体
系构建

2014
-

2019
14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民国时期的蒙古族文学研究
2013
-

2016
18.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专项任务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项目

2012
-

2015
20.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蒙古族文论史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文学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西方文艺学与蒙古族现当代文学 54 硕士研究
生



12

学科方向名称 文艺学

姓名 张子程 性别 男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
，2007年

所在院系 文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国际美学学会会员，中华
美学学会会员。主持的课题主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社科规划项目3项，校级
项目5项；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30余篇，其中，CSSCI期刊6篇；出版《自然生态美论》、《中国二十世纪蒙古族作
家传略》学术著作2部，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政府奖三等奖。指导硕士研
究生5届，在读4人，长期承担文学理论、美学概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本科课
程，年均授课200多课时；承担的研究生课程有文学方法论、文学专题研究和西方美学专
题等，年均授课70课时。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自然生态美论 （专著）

201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成果政府奖
3等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00册

2012-08 独著

冲突回归探索—蒙古族作家郭雪
波生态小说评析（论文）

《民族文学研究》，  页码
：77页～83 2015-03 第一作者

当代人类生存境遇下的自然生态
美价值（论文）

《内蒙古社会科学》(哲社版)
页码：28～31，引用：1次 2015-0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基于诠释理论下的马克思主义生
态美学深化研究

2016
-

2019
16.0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思想研究
2014
-

2017
3.0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 内蒙古文化传播的现状及传播路
径研究

2014
-

2017
1.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文学理论 72 本科生

2012—2016 美学概论 54 本科生

2012—2016 文学研究方法论 36 硕士研究
生



13

学科方向名称 文艺学

姓名 朝鲁门 性别 男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5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族文学理论、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和文
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西部项目1项、重点项目（子课题）1项，其他省部
课题多项。出版《文化变迁中的蒙古文学研究》、《二十世纪末20年蒙古族小说现代倾向
研究》、《苏尼特研究》（主编）、《蒙古学百科全书》（编委）等专著、合著1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120余篇。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学创
作“索伦嘎”奖、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自治区文联文学评论奖1项。
    长期承担“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史”、“蒙古文学研前沿问题研究”、“文化人类学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指导研究生9届，毕业17人，在读8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族文化简史 （专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000册 2012-03 第一作者

 游牧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文学
（论文）

《科学生活》（国外期刊，蒙古
国社科院主办）页码：80-86 2012-06 独著

 蒙古族诗歌鲜花描写传统及赛
春嘎诗歌中的革新 （论文）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页
码：60—69 2015-06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族游牧文学研究
2012
-

2017
1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子课题)

日本国蒙古文学研究学科史梳理
与资料整理

2014
-

2019
80.0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合作研
究项目 蒙古族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2015
-

2017
4.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2017 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史 72 本科

2014-2017 文化人类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6-2017 蒙古族当代小说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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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文艺学

姓名 王艳凤 性别 女 年龄(岁) 54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硕士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艺学
， 2003年

所在院系  文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教学名师，自治区
“111工程”第三层次、内蒙古师大“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蒙古族文学与国
外文学比较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理论与学科史。近五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史
诗与印度史诗比较研究”1项，省部级重点项目1项，校级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5部
，在本专业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8篇，得到同行的好评。获自治区
政府奖3次。长期承担“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史”、“西方文论”等
课程的教学任务，指导学术研究生16届，毕业40人，在读4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交融与交响——日本现当代作
家研究》（专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
2016-08 第一作者

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蒙古族
史诗《江格尔》的生态思想探析

（论文）

《内蒙古社会科学》（哲社版）
页码：161—164 2012-02 独著

论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文学
治疗功能（论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
页码：95—99 2016-05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比较研究
2012
-

2016
15.0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重点项目 蒙古史诗的现代阐释与比较
2011
-

2015
4.0

校“十百千人才工程“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比较研究
2012
-

2016
5.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1—2016 西方文论 54 本科生

2011—2016 比较诗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1—2016 比较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史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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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蒙古语言文学

姓名 青格乐图 性别 男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教育部
“新世纪
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0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蒙古国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荣誉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内蒙古“草原英才”，内蒙古“新世纪
321人才工程”、高等教育“111人才工程”人选。主要从事蒙古语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在面向信息处理的蒙古语固定短语研究领域成绩突出，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先
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5项，近五年科研经费达1000万元。出版专著
6部，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指导研究生12届，承担研究生
和本科生“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与方法”、“计算语义学”、“语料库语言学”、“现代
语言学”、 “语言学理论”“蒙古语修辞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之动词配价
（著作）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500册 2013-03 第一作者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之语法搭配
（著作）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500册 2013-07 第一作者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之认知基础
（著作）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500册 2015-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内蒙古蒙古文信息化专项资金重
大项目

蒙古语语言知识库建设与相关研
究

2014
-

2016
60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面向信息处理的蒙古语复合词语
义属性研究

2010
-

2013
1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蒙古语复合名词语义属性研究

2010
-

2013
10.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与方法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计算语义学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语修辞学 36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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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蒙古语言文学

姓名 哈申高娃 性别 女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2010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为蒙古族古近代文学、民间文学。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1项，内蒙古规划项目1项。出版专著《古代蒙古族
诗歌发展概述》、《蒙古文历史长篇小说与蒙古人的历史意识》2部，合编全国统编教材
《蒙古文学经典作品》1部。发表《蒙古文历史叙述与蒙古人崇拜黄金家族可汗的意识》
、《英雄崇拜与蒙古人生态意识的关联》、《论蒙古秘史所记载的“苏力德”和“旗帜
”》等学术论文30余。获内蒙古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长期承担承担 “蒙古文学”、“蒙古文学经典作品导读”、“蒙古族古代文学专题
”、“蒙古文学经典作品赏析”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指导研究生7届。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文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与蒙古
人的历史意识（专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000册
201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

奖

2012-07 独著

英雄崇拜与蒙古人生态意识的关
联（论文）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页码：39—44，引用:6次 2016-03 独著

《蒙古秘史》中有关“长生天
”话语的阐释（论文）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页码：55-57，引用:11次 2012-06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文化转型与蒙古文学历史叙述模
式 研究

2012
-

2016
15.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蒙古文历史小说与蒙古人的文化
意识

2010
-

2015
9.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5-2016 蒙古文学（一、二） 72 本科生

2016 宗教与文学 36 本科生

2016 蒙古族文学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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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蒙古语言文学

姓名 包乌云 性别 女 年龄(岁) 4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北京大学，亚非语言文学
专业，2011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自治区青年科技领军人才,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蒙古语理论、敦煌石窟回鹘式蒙古文题记，在《蒙
古秘史》、八思巴蒙古文等中古蒙古语文献研究领域中有所创新，获得了学界的好评。近
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型蒙古文佛
教文献《甘珠尔》和《丹珠尔》语料库框架建设”子课题负责人。出版专著《敦煌石窟回
鹘式蒙古文题记的语言研究》，专家认为，“该著为敦煌学蒙古文题记语言研究的国内外
补白性著作”。发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6篇。承担“中古蒙古语”、“蒙古文字学
“、“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任务。目前，有在读研究生1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敦煌石窟回鹘式蒙古文题记的语
言研究（专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500册 内蒙
古师范大学第十二届科研成果一

等奖
2014-03 独著

谈《元朝秘史》原文为八思巴蒙
古文的可能性（论文）

《北方文化研究》（国外期刊
，韩国檀国大学主办）， 页码

：2105-222
2016-12 独著

 敦煌石窟回鹘式蒙古文题记的
短元音研究（论文）

《FORUM OF MONGOLIAN
STUDIES》， 页码：173-180(国
外期刊，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

2015-08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丝绸之路沿线回鹘式蒙古文文献
整理研究

2016
-

2020
20.0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

元代文字政策与传统蒙古文使用
状况研究

2015
-

2017
2.5

校“十百千人才工程“项目 敦煌石窟与阿尔寨石窟回鹘式蒙
古文题记比较研究

2015
-

2019
5.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2015 中古蒙古语 54 本科生

2017-2017 语言学概论 54 本科生

2016-2017 蒙古文字学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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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蒙古语言文学

姓名 莫 巴特
尔

性别 男 年龄(岁) 56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族语
言文学专业，1987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蒙古学学会理事、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蒙
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常委。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蒙古语、蒙古语方言、文化语言学、应用
语言学。近五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蒙古语数范
畴研究》、《现代蒙古语词汇研究》2部，合著《鄂尔多斯土语研究》等3部，发表蒙、汉
文字学术论文《<蒙古秘史>文句中的特殊结构成分研究》、《论鄂尔多斯土语程度格》等
近50篇，获省部级、厅局级奖10项。
    长期担任“现代蒙古语”、“蒙古语词汇学研究”、“词汇语义学”等本科、研究生
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全国高校统编教材1部，副主编1部，。指导研究生12届，毕业21人
，在读13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语方言志：内蒙古方言卷
（著作） 方志出版社，3000册 2013-02 副主编

论现代蒙古语新词语产生途径
（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
版），页码: 1-11 2014-02 独著

 论词的联想意义 （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
版）, 页码: 11-16 2016-04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现代蒙古语新词语研究
2012
-

2016
15.0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3 蒙古语词汇学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4-2015 语义词汇学 54 硕士研究
生

2016-2017 现代蒙古语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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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典文献学

姓名 闫 艳 性别 女 年龄(岁) 46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自治区草

原英才;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浙江大学，汉语史专业
，2001年

所在院系 文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费耶特维尔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
访问学者。内蒙古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理事，系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工
程人选，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带头人。从事名物训诂、古代文
献整理，近五年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4篇，参编学术著作2部。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人文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1项，2次
获得自治区政府三等奖，长期承担“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通论
”等本科课程，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文献学史”、“考据校勘学”、“语
言学史”等课程，指导研究生13届，毕业24人，在读5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释“七盘舞”（论文）

《汉语史研究集刊》（巴蜀书社
），346-354页，获内蒙古自治
区哲学社会科学政府奖三等奖

（2015）

2012-12 独著

唐诗中的“雕胡”与“菰菜
”——兼释“茭白”与“茭首

”（论文）

《西北师大学报》， 页码：27-
30，引用：2次 2013-02 独著

“犊鼻裈”考释（论文） 《励耘语言学刊》（商务印书馆
） 页码：57-68 2015-12 第一作者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事林广记》非汉源名物词研究
2015
-

2020
2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事林广记》名物与元代民族交
融关系之研究

2013
-

2016
9.0

“草原英才”工程项目（个人） “草原英才”工程项目
2013
-

2016
10.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1-2016 文献学史 36 硕士研究
生

2011-2016 考据校勘学 36 硕士研究
生

2011-2016 语言学史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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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典文献学

姓名 宝音巴特
尔

性别 男 年龄(岁) 53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蒙古古代
文学及蒙古文献学专业，2006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蒙古学、蒙古文献、游牧文化方面的研究，能够
熟练应用中、蒙、英三种语言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学术著作2部，译著2部；发表学
术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出版高校通用教材2部，其他教材2部，独立完成外语辅助教材
1部。主持的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2015、良好）、教育部后期资助项
目1项（2012、合格）、日本学术振兴会国际合作项目1项（2015）、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
合作项目1项（在研）。承担本科课程有“蒙古文献学”、“蒙古古近代文学史”等；研
究生课程有“蒙古文献学”、“蒙古学研究概论”、“非蒙古语蒙古学文献”、“专业外
语”等。指导研究生5届，毕业研究生10人，在读1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圣成吉思汗传》写本文献研究
（专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000册；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2-06 独著

梅桌忠夫蒙古游牧研究 （论文
）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2015年4期，页码：163-178；
2015年5期，页码：216-226

2015-04 独著

吉田顺义教授及其蒙古游牧研究
（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
版） 2016-04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族游牧文化核心特征及其功
能研究

2012
-

2014
15.0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国际合
作项目

20世纪蒙古游牧锐变——蒙古国
与内蒙古游牧比较研究

2015
-

2017
8.0

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
员项目

日本游牧研究历史与趋势(日本
における遊牧研究歴史とその新

展開)

2014
-

2015
31.5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蒙古古近代文学史 90 本科

2012-2015 游牧文化概论 36 本科

2011-2015 蒙古学研究概论 36  硕士研
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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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典文献学

姓名 哈斯巴根 性别 男 年龄(岁) 59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0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主要研
究领域为中世纪蒙古语、蒙古语族语言比较、蒙古古文字和蒙古文文献等。先后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教育部、教育部重点基地和内蒙古自治区科研项目6项，出版学术专著和论文
集5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4篇发表在美国、蒙古国等国家的学术刊物上。获内
蒙古自治区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术研究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蒙古文古文献及其语
言系统研究中，不仅系统研究了13-16世纪蒙古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还对这一时期
的语言文献进行了细致整理。学术成果多次被引用，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公认。指导研
究生17届，毕业研究生24人，在读5人。承担“中世纪蒙古语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研
究”等硕士研究生课程。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语历史及文献语言研究（专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数1000册
；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研成果一

等奖（2015）
2014-02 独著

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
研究（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页码
：67-70，引用：2次 2012-03 独著

关于八思巴字蒙古文〈立皇后玉
册〉残叶（论文）

《蒙古学集刊》（国外期刊，蒙
古国教育大学主办），页码

：88-91
2015-1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13-14世纪蒙汉语接触及蒙古语
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

2009
-

2012
1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基地重大项目 (子课题)

中世纪蒙古语词汇研究及词典编
纂

2015
-

2018
2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规划基金项目 蒙古语古文献语料库研究

2009
-

2012
7.0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中世纪蒙古语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文献研读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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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中国古典文献学

姓名 乌兰其木
格

性别 女 年龄(岁) 48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
史专业，2005年

所在院系 历史文化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目录学、蒙古文文献。中国北部边疆史地
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蒙古学会内蒙古分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学学会会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1项，参与国家课题2项；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课题
1项，内蒙古师范大学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国际合作项目1项，内蒙古社科院委托项目
1项。发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图书分类与著录中存在的问题》等学术论文20余篇
，出版学术著作1部、合著2部。获内蒙古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1项，其他科
研、教学奖多项。主持校级精品课程1门，指导硕士研究生8届。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图书分
类与著录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

）

《中国蒙古学》（蒙古文） 页
码：204-209 2014-06 独著

 简述满文、蒙古文文献目录及
其分类法（论文） 《满族研究》 页码：82-86 2013-04 独著

试论民族文字文献目录分类法及
其存在的问题（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
版） 页码：9-13 2013-04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
疆历史与现状研究” 鄂尔多斯部落史

2014
-

2017
9.0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合作研
究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合作研
究项目

2015
-

2017
10.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中国历史文献选读 72 本科

2012-2016 中国史学史 54  本科

2012-2016 中国北方民族文献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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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民间文学

姓名 额尔敦高
娃

性别 女 年龄(岁) 48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2004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与传
承基地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民间文学、北方民族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2项，出版《蒙古英雄史诗的女性形象文化学研究》、《蒙古民间文学多视角研究》、
《当代蒙古诗歌审美范式》、《蒙古史诗美学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年）等专著
4部，在《比较民俗研究》（日本）、《 内蒙古社会科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等学
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5篇；学术成果获自治区及其他奖励15项，其中，获自治区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项。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蒙古民间文学概论”“蒙古民间文
学研究史” “蒙古英雄史诗研究” 等课程 ，指导硕士研究生8届。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论蒙古史诗中的巫术 （系列论
文）

获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三等奖 2012-06 独著

蒙古史诗美学研究（专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1000册 2016-02 独著

蒙古史诗中腾格里崇拜意识的文
化学解析（论文）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页码：202-207，引用：6次 2014-04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史诗传统生态文化研究
2014
-

2017
20.0

-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4—2016 蒙古文学经典作品选讲 54 本科生

2015-2016 民间文艺学 54 硕士研究
生

2016 民间文学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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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民间文学

姓名 席  哈斯
巴特尔

性别 男 年龄(岁) 52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3年12月

所在院系 社会学民俗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蒙古民间文学、民俗学及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族土地保护习俗研究”、“蒙古族信仰民俗的生态
人类学研究”2项；出版《蒙古族土地保护习俗研究》、《蒙古族生态保护习俗》等专著
4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中国蒙古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获内蒙古
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等科研成果奖8项。为本科生、研究生
讲授“蒙古民间文学”、“艺术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民族文化研究”等课程
，指导研究生8届。“蒙古民俗系列课程建设与教学研究”获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
奖（2009，参与），“胡仁乌力格尔特点”被评为校“精彩一课”。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族土地保护习俗研究 （专
著）

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等奖 辽宁

民族出版社，1000册
2013-04 独著

寰椎祝词的牲畜繁殖之象征（论
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 页码：20—29，引用：8次 2013-03 独著

胡仁乌力格尔《乌尼钦奥都》中
呼格吉犬之叙事功能

（论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 页码：76—83，引用

：10次
2015-06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族信仰民俗的生态人类学研
究

2012
-

2014
15.0

内蒙古师范大学与蒙古国合作研
究项目 蒙古民间故事研究

2015
-

2017
4.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民间文学概论 54 本科生

2012—2016  文化社会学 54 本科生

2012—2016  艺术人类学 36  硕士硕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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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民间文学

姓名 铁 安 性别 男 年龄(岁) 55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内蒙古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专业，2005年

所在院系 社会学民俗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主持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民间魔法故事的文化人类学阐释”1项，主持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
化长廊项目“蒙古民间智力竞技”、内蒙古师范大学重大项目培育项目“蒙古族地名传说
研究”等多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项：“蒙文大藏经的文化价值体系
”（2014-2020）、“蒙古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数字化研究”（2016-2022）；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2篇论文获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出版专著《蒙古
民间魔法故事类型研究》、《蒙古民间智力竞技》2部。讲授课程有“蒙古民间文学”、
“人类学概论”、“北方民族文化”等，指导研究生10届。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蒙古民间智力竞技（专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500册 2016-03 独著

蒙古民间魔法故事中的古代婚姻
习俗（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蒙文版
）， 页码：97—101，引用

：10次
2016-01 独著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舅权制的社会
历史渊源（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
版）， 页码：55—61，引用

：12次
2016-0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民间魔法故事的文化人类学
阐释

2012
-

2015
15.0

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项目  (子
课题) 蒙古民间智力竞技

2013
-

2017
15.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蒙古民间文学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民间文学 54 本科生

2012—2016 人类学概论 72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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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填写表II-3中所列人员的相关情况，每人限填一份，人员顺序与表II-3一致。本表可复制。

2.“近五年代表性成果”仅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学科方向名称 民间文学

姓名 包金刚 性别 男 年龄(岁) 60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无;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

间）

博士 东京外国语大学，蒙古语
言文学专业，2003年

所在院系 蒙古学学院

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简介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笔名为萨阿拉玛斯，系中国蒙古学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
自治区曲艺家协会曲艺研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艺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
领域为蒙古族民间文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2项、国家重大项目
子课题1项。获自治区政府奖1项。近五年在专业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
文11篇，得到同行高度评价。长期承担蒙古族民间文学学术史、蒙古族说唱艺术研究等课
程的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11届，毕业34人，在读5人。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
3项）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专著、专
利、咨询报告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胡仁乌力格尔民俗之探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
版） 页码：72-87；70-84；1-8 2015-02 独著

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播史略 （论
文）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页码：63-71 2014-04 独著

胡仁乌力格尔史上的几次大改革
（论文）

《中国蒙古学》（蒙文版） 页
码：73-77 2015-02 独著

目前主持的主要科研项
目（限3项）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
（万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蒙古族说书艺人的抢救、保护与
研究

2010
-

2015
20.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子课题) 胡仁乌力格尔叙事传统研究

2013
-

2018
15.0

-

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
（限3门）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
对象

2012-2016 蒙古族说唱艺术研究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族民间文学学术史 54 硕士研究
生

2012-2016  蒙古族民间文学专题研究 36 硕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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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有本学科授权并招生的，填本学科情况；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的，填写相近学科情况;前两项都没有的，可填联合培

养情况；三类中只能选填一类。

2.“招生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的人数包括全国

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

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1 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

Ⅲ-1-1 博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0 0 0 3 1

授予学位人数 0 0 0 0 0

Ⅲ-1-2 硕士研究生招生与学位授予情况（■本学科  □相近学科  □联合培养）

人数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数 111 117 77 113 121

授予学位人数 39 64 111 11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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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课程与教学

Ⅲ-2-1  目前开设的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汉语词汇学 专业必修课 王建莉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54 /3 蒙语

2  中世纪蒙古语 研究 专业必修课 哈斯巴根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54 /3 中文

3 蒙古学研究概论 专业必修课 宝音巴特
尔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54 /3 蒙语

4 汉字学 专业必修课 李 丽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54 /3 中文

5 考据校勘学 专业必修课 闫 艳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54 /3 中文

6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专业必修课 白特木尔
巴根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中文

7 文学文献学 专业必修课 张丽华 副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8 蒙古语词汇学 研究 专业必修课 莫巴特尔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9 民间文艺学 专业必修课 额尔敦高
娃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0 民俗学概论 专业必修课 席 哈斯
巴特尔 正高级 本校 社会民俗学学

院 36 /2 蒙语

11 蒙古文字学 专业必修课 包乌云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2 民间文学概论 专业必修课 铁 安 正高级 本校 社会学民俗学
学院 36 /2 蒙语

13 雅学研究 专业选修课 王建莉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4 蒙古族 当代小说研
究 专业选修课 哈申高娃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5  自然语言处理的理
论与方法 专业选修课 青格乐图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6 说文学 专业选修课 李 丽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7 蒙古族文论史 专业选修课 满 全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54 /2 蒙语

18  《文心雕龙》讲读 专业选修课 万 奇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9 内蒙古 当代小说研
究 专业选修课 郭亚明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20 蒙古族民间信仰 专业选修课 包金刚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54 /2 蒙语

Ⅲ-2-2  拟开设的博士研究生主要课程（不含全校公共课）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  讲  教  师

学时/学分 授课语言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 在 院 系

1 文学经典研读 专业必修课 满 全
郭培筠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文

学院 36 /2 蒙语 汉
语

2 中西方文体理论 专业必修课 张子程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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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语义学 专业必修课 青格乐图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4 文学研究方法论 专业必修课 哈申高娃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5 文学文献学 专业必修课 宝音巴特
尔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6  语言文献学 专业必修课 闫 艳
包乌云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蒙古学

学院 36 /2 蒙语 汉
语

7 训诂学史 专业必修课 王建莉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8 晋方言研究专题 专业必修课 李 秀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9 民间文学研究方法 专业必修课 额尔敦高
娃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0 民间文学史论 专业必修课 席 哈斯
巴特尔 正高级 本校 社会民俗学学

院 36 /2 蒙语

11   《说文解字》研究
专题 专业必修课 万 奇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2 语言研究方法论 专业必修课 莫 巴特
尔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3 文学批评方法论 专业选修课 李 丽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4 中国古代文论专题 专业选修课 高林广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5 西方文论专题研究 专业选修课 王艳凤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16 蒙古文学研究专题 专业选修课 满 全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中文

17 词汇计量及实现 专业选修课 林 民 正高级 本校 计算机学院 36 /2 中文

18 语料库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额勒森其
其格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19  蒙古文学前沿动态
研究 专业选修课 额尔敦仓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0  蒙古族文论专题 专业选修课 斯 楞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1  蒙古文学与文化 蒙
译汉文文学研究 专业选修课 朝鲁门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2 蒙译汉文文学研究 专业选修课 白 特木
尔巴根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3  西方理论语言学专
题 专业选修课 任晓彤 副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24 蒙古民间文学研究 专业选修课 席 哈斯
巴特尔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5 古籍校释学要著选读 专业选修课 哈斯巴根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26 目录版本学要著选读 专业选修课 乌兰其木
格 正高级 本校 历史文化学院 36 /2 中文

27  认知语言学 专业选修课 李 杰 正高级 本校 教育科学学院 36 /2 中文

28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专业必修课 王建莉 正高级 本校 文学院 36 /2 中文

29 口承文学程式化理论 专业选修课 包金刚 正高级 本校 蒙古学学院 36 /2 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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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课程类型”限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一门课程若由多名教师授课，可多填；授课教师为外单位人员

的,在“所在院系”栏中填写其单位名称，并在单位名称前标注“▲”。

2.在本学科无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填写相关学科课程开设情况。

 

注：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30  民间文学前沿动态
研究 专业选修课 铁 安 正高级 本校 社会民俗学学

院 36 /2 蒙语

Ⅲ-2-3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三等 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 高林广（1/5） 2014

2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优秀奖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 青格乐图(1/3） 2014

3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优秀奖 “现代蒙古语”高等学校自治区级优

秀教学团队 青格乐图(1/6） 2012

4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优秀奖 “中国古代文学”高等学校自治区级

优秀教学团队 高林广（1/9） 2013

5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优秀奖 “汉语言文学”高等学校自治区级重

点建设专业 高林广（1/5） 2015

6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奖 二等奖 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任晓彤（1/1） 2016

7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
校教学奖

 教坛新
秀 高等学校自治区级 教坛新秀 任晓彤（1/1） 2015

8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
校教学奖

 教坛新
秀 内蒙古自治区级 教坛新秀 李 丽（1/1） 2013

9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一等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

师教学技能大赛 任晓彤（1/1） 2015

10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优秀教
师 高等学校自治区级 优秀教师 郭亚明（1/1） 2014

11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教学名师 高等学校自治区级 教学名师 王艳凤（1/1） 2015

12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二等 自治区高校教学技能大赛 金 罡（1/1） 2013

13 内蒙古自治区 省级
教学成果奖 先进个人 “十二五”期间全区高校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高林广(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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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写除导师外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成果。

2.“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录取类型”填“全日制、非全日制”。

3.在本学科无学位授权点的，可填写相关学位点在校生成果。

Ⅲ-3  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获奖、论文
、专著、专利、赛事名
称、展演、创作设计等

）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及引用
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专利类型及专
利号，参赛项目及名次，创作设计获奖

时间 学生姓名
学位类别（录取
类型/入学年月
/学科专业）

1 与“马”有关的或语
之文化特质 《中国蒙古学》 页码：72-75 2012-06 乌恩斯琴

硕士 全日制
2009-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2 《黄金史》中肯定小
词之析 《中国蒙古学》 页码：142-147 2013-05 希吉尔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3 赛春嘎诗歌《春》之
不同文本考 《中国蒙古学》 页码：66-70 2013-03 乌云斯琴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4 山楂”与“花楸”源
流辨考 《农业考古》页码：278-280 2014-03 姚 娟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5
历版《新华字典》中
引申义、比喻义和转

义的变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页
码：109-111 2013-12 许 玲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6 试论蒙古族史诗的文
学禳灾功能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页
码：58-61 2013-09 阿婧斯

硕士 全日制
2010-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7 蒙古民间教子习俗考 《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 页码
：91-93 2014-06 哈斯格日勒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8 浅析东方朔的人格特
点 《名作欣赏》 页码：161-162 2014-12 石雅琼

硕士 全日制
2012-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9

清末行纪所见十三世
达赖出走喀尔喀蒙古
事件——以《朔漠纪
程》和《游蒙日记》

为中心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页
码：81-85 2016-02 王婷婷

硕士 全日制
2014-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10 古代汉语食品类名物
词义辨析札记

《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 页码：162-
165 2014-02 施凌云

硕士 全日制
2011-09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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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  科学研究

Ⅳ-1 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类别    计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项目数
（个）

经费数
（万元）

国家级项目 25 160 31 70 36 200 42 135 41 323

其他政府项
目 8 32.2 16 50.5 25 930.2 29 67.1 26 57

非政府项目
（横向项目

）
1 40 1 0 2 7.0 2 7.0 2 7.5

合计 34 232.2 48 120.5 63 1137.2 73 209.1  69  387.5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11 2085.9 104 2024.4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42 788 33 1236.4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项
） 0.93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万元） 6.96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万元

） 6.76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42

出版专著数 118 师均出版专著数 1.97

近五年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总篇数 823 师均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篇数 14.6

    第一，发挥区位优势，形成了完整的学科群。依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基地
等省部研究平台，重点关注民族文学、雅学、龙学、地方文献、晋语方言等研究领域，蒙古文信息处理、蒙古文
词语信息库建设、蒙古语与蒙古文化的共变关系、汉蒙语言特征差异对双语者认知关系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回
鹘蒙古文、八思巴文文献以及17-19世纪蒙古语言文献研究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除上述各方向外,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均已形成了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产生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二，创新研究方法，打造精品成果。运用跨学科研究、互文性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等方法，充分发掘传
统学科的现代潜力，提升科研实力。近五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项、重点课题2项，在《文学遗产》
《文献》《民族语文》等CSSCI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4篇，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著作2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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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不重复填写。

 

Ⅳ-2  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及以上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5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二等 《<蒙古秘史>与罗<黄金史>：文化变迁研究》
（专著） 杭 爱 2015

2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
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 省级

科研获奖;

一等 《<尔雅>同义词考论》（专著） 王建莉 2016

3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
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政府奖 省级科研获

奖;

一等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动词配价》 （专著
）

青格乐
图 2016

4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
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 省级

科研获奖;

二等 《<文心雕龙>探疑》（专著） 万 奇 2016

5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
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政府奖 省级

科研获奖;

二等 《蒙古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与蒙古人的历史意识
》（专著）

哈申高
娃 2016

Ⅳ-3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专著（限填20项）

序
号 名  称 作者 时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注（限100字）

1 《尔雅》同义词考论
（专著） 王建莉 2012-07 中华书局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结
项鉴定等级为优秀，内蒙古哲
社优秀成果政府奖一等奖。专
家认为：“第一次对《尔雅》
全部同义词作了系统深入的考
论，对十三经等古典文献研究
有应用价值。”（《光明日报
》2013年4月7日）

2 《文心雕龙》先秦两汉
文学批评研究 （专著） 高林广 2016-08 中华书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名成果。
专家认为：“论著选题精当
，视角独特，有一定创新意义
。”《中国图书出版传媒商报
》2016年12月9日）“具有竭
泽而渔的穷尽性，具有追本溯
源、刨根问底的本源性”（《
内蒙古师大学报》，2016年
4期）

3 《文心雕龙》探疑 万 奇 2013-09 中华书局

系全国古委会资助项目；获内
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科优秀成
果二等奖。专家认为：“是对
龙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
诸多方面突破了前人的观点
，具有显著的创新价值。
”（《中国图书商报》2013年
5月7日第19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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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廷式诗词集 （专著） 陆有富 2016-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成
果；首次对文廷式诗词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整理。

5 自然生态美论 （专著） 张子程 2012-08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成
果； 201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
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政府奖三等奖。

6
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
——蒙古族当代文学前
沿问题研究 （专著）

满 全 2014-03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国蒙古学文库选题成果。
专家认为：该成果将蒙古族当
代文学面临的问题纳入整个历
史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动态关系
中进行研究，对相关问题研究
的蔓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研
究视角及方法。

7 蒙古语复合词研究
——动词配价 （专著）

青格乐
图 2013-04 内蒙古教育 出版社

201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
一等奖。

8 蒙古史诗美学研究 额尔敦
高娃 2016-06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蒙古史

诗美学研究”成果。

9 蒙古族土地保护习俗研
究

席哈斯
巴特尔 2013-11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二
等奖（2016），八省区首届优
秀蒙古文图书一等奖
（2015）。

10 元杂剧语气词研究 （专
著） 任晓彤 2012-08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专家
评价：“以丰富翔实的语言材
料为立论依据，自成体系，在
构建元杂剧语气词研究的理论
框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该书“序”）获内蒙古自
治区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政府奖三等奖。

11 18世纪唐宋诗之争流变
研究 （专著） 张丽华 2012-08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唐
宋诗之争流变史”（主持人王
英志）之一部，结项鉴定等级
为优秀。同名成果《清代唐宋
诗之争流变史》入选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著占全
书三分之一篇幅。

12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
译本及其学术价值 （论

文）
聚 宝 2016-02 《文学遗产》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性
成果,首次系统介绍了蒙古国
境内所藏中国古代小说蒙古文
译本情况。

13
蒙古语喀尔喀方言的判
断情态与证据情态 （论

文）
金 罡 2013-12 《民族语文》

国家社科规划课题“蒙古语
TEI标注模式历时语料库的建
设与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通过从语料库抽取大量实例来
验证、分析被视为蒙古语喀尔
喀方言判断情态的一组情态词
baix(aa)、bailgüi、
baidaltai等的形态学特征及
语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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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力等

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14
平衡蒙汉双语者词汇与
物理位置空间信息的语

义表征 （论文）
李 杰 2014-06 《心理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内蒙
古心理学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
资助，内蒙古哲学社会优秀成
果政府奖二等奖。

15 释“七盘舞” （论文） 闫 艳 2012-12 《汉语史研究集刊》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
2015年获得内蒙古自治区哲学
社会科学政府奖三等奖。

16 《云起轩词》稿本考论
（论文） 陆有富 2014-01 《文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阶段性成
果，首次揭示《云起軒词》稿
本之意义和价值。

17
1950年代唐弢的鲁迅话
语生产及文化心态 （论

文）
刘绪才 2015-03 《文艺争鸣》

论文对社会转型期的鲁迅形象
再造以及围绕该话题的文化纷
争展开研究，深化了鲁迅研究
的学术领域。主要观点被中央
民族大学硕士论文《“共产国
际派”与鲁讯形象建构
（1936—1945)》（指导教师
：杨天舒）等一些学术文章所
引用。

18
胡仁乌力格尔“乌尼钦
奥都”叙事线索研究

（论文）

席  哈
斯巴特
尔

2014-06 《中国蒙古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
果

19 论蒙古史诗中的岩石崇
拜审美观念 （论文）

额尔敦
高娃 2012-06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古史诗

美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20
民族文化融通背景下的
元代前期儒家诗论研究

（论文）
石海光 2014-12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

究》（第三十八辑）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阶
段性成果。指出：元代儒家诗
学的复兴与民族文化的交流融
通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看出中
华文化的传承并未受到改朝换
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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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一些地方贯彻落
实民族地区干部民
汉双语学习政策不
到位及其工作建议

》（2016）

智库报告 包乌云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专家联合调研、撰写。国家民
委教育科技司《采纳证明》：“（报告）反映了
我国民族地区干部双语学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工作建议，经我委综合整理并呈报中央
，得到俞正声、孙春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
。”

2 《内蒙古文学发展
报告：2014年》 咨询报告 满 全

该年度发展报告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托实施。
以准确、可靠的统计数字和客观、科学的学理分
析，澄清、总结了内蒙古文学发展走向，为政府
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内蒙古文学发展
报告：2015年》 咨询报告 满 全

该年度发展报告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托实施。
其目的在于：准确、客观地总结和分析本年度内
蒙古文学发展状况，提出改进建议，为政府层面
的文化决策提供参照。

4 《内蒙古文学发展
报告：2016年》 咨询报告 满 全

 自治区文联委托项目。从内容、文体形式、社会
反响等方面全面统计了年度自治区文学创作的基
本情况，客观分析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关建议。报告得到了党委宣传部的高
度重视，部分结论为政府所采纳。

5
蒙古语语言知识库
建设与相关研究

（2016）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电子知识库 青格乐图

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奥尔弘蒙古文信息
化研究院签订了相关采购、委托定制加工及数据
资源共享等协议，蒙古语复合词词库被“蒙科立
”文字处理系统所采用，运用到了其智能输入法
等软件系统中。

6
面向信息处理的蒙
古语复合词语义属
性研究（2016）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电子知识库 青格乐图

 蒙古语复合词库及复合词语法信息词典,被运用
到北京理工大学研制的多语种机器翻译系统和内
蒙古大学研制的“达日汗韩梦机器翻译”系统中
，解决了蒙古语—汉语机器翻译系统语料资源不
足的问题，提高了自动翻译的准确性。

7 《辞源》第三版修
订（2015）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辞书 王建莉

国家“十二五”重大出版项目。王建莉修订
3355条植物词，增补710个植物词新条目、249幅
插图。《光明日报》2016年1月3日头版头条刊发
《搭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评价《辞源》
“作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地位不可动摇
’”。

8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
工程内蒙古方言调

查（2016）

其他原创性研究成
果 调查报告及音

视频材料,
贾 璐

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了汉语方言、少
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建设可
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推进深度开发应
用，全面提升了地区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水平
，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9
蒙古文竖排记事本

软件
V1.0.0（2014）

发明专利 林 民

一项针对蒙文书写和编辑特点而设计的工具软件
，取得了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登记号：2014SR005436），在区内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和使用。

10
《当代草原艺术年
谱   电影卷》

（2015）
智库报告 郭培筠

中国文联重大项目“草原艺术研究工程”之子课
题的首批成果。对草原电影进行了“立体式”的
综合考察，是内蒙古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
详尽的电影年谱，也是国内第一部省级电影年谱
，为政府文化决策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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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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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Ⅳ-5  近五年承担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账经

费（万元）

1
蒙古文学学科史
：资料整理与体系
构建（14ZDB07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
目 2014-2019 满 全 140.0

2

蒙古语语言知识库
建设与相关研究
（MW-2014-
MGYWXXH-01）

内蒙古蒙古文信息
化专项资金

内蒙古
蒙古文
信息化
专项资
金重大
项目

2014-2016 青格乐图 600.0

3 《燕行录》表微
（16AZS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6-2020 邱瑞中 30.0

4

大型蒙古文佛教文
献《甘珠尔》和《
丹珠尔》语料库框

架建设
（16AZD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 2016-2020 嘎日迪 35.0

5

汉语学习者对蒙汉
双语者颜色概念范
畴重构的影响及

ERP机制
（3146025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
目 2015-2018 李 杰 55.0

6

基于诠释理论下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美

学研究
（16BKS0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6-2019 张子程 20.0

7
《事林广记》非汉
源名物词研究
（15BYY11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5-2020 闫 艳 20.0

8 《尔雅》新注
（13XYY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3-2017 王建莉 18.0

9
蒙古族信仰民俗的
生态人类学研究
（12BMZ08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2-2014 席   哈斯巴

特尔 15.0

10
蒙古国所藏明清小
说蒙译本整理与研
究（2014BZW16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一般项
目 2014-2017 聚 宝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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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仅限申请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Ⅳ-6  近五年代表性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6-1  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
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获

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6-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
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

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如：本单位主要参

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6-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的其他方面，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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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告类型”填“大会报告”和“分会报告”。

Ⅴ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Ⅴ-1  近五年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情况

计数    项目 主办、承办国际或全国性
学术年会（次）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
报告（次）

邀请境外专家讲座报告
（次）

资助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交流专项经费（万元）

累计 23 35 8 106

年均 4.6 7 1.6 21.2

Ⅴ-1-1  近五年举办的主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限填5项）

会议名称 主办或承办时间
参会人员

总人数 境外人员数

蒙古语言文学学术研讨会 2012-09 96 5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 2013-08 130 1

基于多元理论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07 80 24

第四届全国蒙古语应用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3-11 80 3

元代文学与文献研究高端论坛 2015-07 43 1

Ⅴ-1-2  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报告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报告名称 会议名称及地点 报告人 报告类型 报告时间

1 《蒙古风俗鉴》谚语
研究

第四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
讨会 /呼和浩特 王建莉 大会报告 2013-08

2 蒙古语复合词结构关
系问题

蒙古国教育大学国际蒙古学会
议 /乌兰巴托 青格乐图 大会报告 2013-08

3 民国时期蒙古文学史
料

“全球化与本土化：20世纪蒙
古文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

讨论会 /呼和浩特
满 全 大会报告 2014-11

4 胡仁乌力格尔的民俗
之探

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
讨会 /北京 包金刚 大会报告 2015-10

5 关于八思巴字蒙古文
《立皇后玉册》

“蒙古与中亚”国际学术研讨
会 /乌兰巴托 哈斯巴根 大会报告 2015-06

6 《文心雕龙铨赋篇》
探疑

《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
会 /昆明 万  奇 大会报告 2015-08

7 敦煌石窟回鹘式蒙古
文题记的语言研究

敦煌蒙古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巴黎 包乌云 大会报告 2015-10

8 蒙译本《金瓶梅》之
初探

卡什涅库诞辰90周年蒙古学国
际学术会议 /圣彼得堡 达 来 大会报告 2015-10

9 释“犊鼻褌”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6年会
/福州 闫 艳 分会报告 2016-11

10 民族文化融通与元代
民族文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二十
届年会/汕头 石海光 分会报告 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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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2  可用于本一级学科点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科研支撑

Ⅴ-2-1  图书资料情况

中文藏书（万
册）

外文藏书（万
册）

订阅国内专业
期刊（种）

订阅国外专业
期刊（种）

中文数据库数
（个）

外文数据库数
（个）

电子期刊读物
（种）

80 6.3 106 20 52 21 504

Ⅴ-2-2 代表性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重点学科等平台（限填5项）

序号 类别 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1 基地; 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
地

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 2014-05

2 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作家协会 2009-09

3 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 中国作家协会 2009-09

4 省部级重点学科;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省部级 内蒙
古自治区 教

育厅
1986-07

5 省部级重点学科; 中国古典文献学
省部级 内蒙
古自治区 教

育厅
2008-01

Ⅴ-2-3  仪器设备情况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13534.7 实验室总面积
（㎡） 1200 最大实验室面

积（㎡） 180

Ⅴ-2-4 其他支撑条件简述（按各学科申请基本条件填写，限200字）

    馆藏古籍线装书76000册，民国时期图书31327册，有国家级善本100余部，蒙古文经卷和古籍4250册，多有
不易见到的文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和校博物馆汇集和收藏有55个少数民族1400多位作家的著作、手稿等重要
档案，建有专业语音实验室、蒙古文信息处理实验室、文献数据中心、对外汉语实训室等，用于博士研究生学术
训练和实践教学的条件充足。有完善的博士生奖助制度和运行机制，奖助类型丰富，有健全的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的措施制度和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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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重点实验室/基地/中心有多种冠名的，不重复填写。

2.“批准部门”应与批文公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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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是我校的传统优势和特色学科，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对自治区文化
、教育、社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我校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辐
射带动作用。该一级学科研究方向明确且稳定，在学科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外学术交流、支
撑条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已达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基本条件。
    经我校第十三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同意推荐申请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