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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教育部批准，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平台项目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于2012年8月至9月期间，

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

究”和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合作，联合举办首届“中国民俗学研究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全

国研究生暑期学校，推进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增强全国高校相邻学科之

间的沟通，扩大与国际一流高校同行的合作，发挥民俗学在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教学目的与教育特色 

    ㈠教学目的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高校民俗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同时提倡民族民俗学教育、投入社会公共教

育，推进国际民间文化比较教育。本次暑期学校继承钟敬文先生的教育思想，于1998年钟先生主持

“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之后，根据新时期民俗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特点和需求，重点在民俗学基

础理论研究、口头传统专题研究和民族民俗学专题研究等方面，探索研究生教育新模式，实行研究生

教育资源公益共享，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㈡教育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由钟敬文教授创建并长期指导，是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领域的

传统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高校985、211项目重点建设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

年来，该学科的中青年团队继承传统并创新发展，在“中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下

进行学科建设，巩固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等基础研究课程，增设了理论民俗学、现代民俗

学、民俗学原理、民俗志学、民间叙事学、故事学、神话学、历史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技术民俗

学、数字民俗学、社会人类学与跨文化研究、社会学原理、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等多门新的研究生

基础课和选修课，师资力量雄厚、学科结构合理、学科体制开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博、硕研究生，

在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上中下三层文化综合研究和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应用研究等

方面，均取得了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是研究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国家级科研单位，以民族民间文学和民

族民俗教学科研为特色，在民族史诗学、口头传统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领域卓有成就。 

    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是我国西部高校和民族地区院校中的重点建设单位，所依托新疆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民俗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和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我国西北边疆

历史较长、特色明显的民俗学学科点。 

    本次暑期学校以加强我国高校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研究生教育的同行交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

质量为主要目标，以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基础研究、口头传统和民族民俗为三个要点，推动研究

生课程建设，培养民俗学新型人才，促进民俗学在国家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 

    二、教学平台、师资力量与教学方式 

    ㈠教学平台 

    本次暑期学校的管理部门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实行主、分会场制。主会场为北京师范大

学，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两个分会场，欢迎多地

区、多民族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听课和交流。 

    ㈡师资力量与教学方式 

    聘请海内外同行和相关学科中的一流专家学者担任暑期学校主讲教师，开设专业基础课、选修课



和学术讲座，介绍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设主会场，由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提供教学管理和后勤保障，授课内容侧重中国

民俗学基本研究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跨文化比较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民族文学研究所为第一分会场，侧重口头传统专题。 

主会场和第一分会场的地点均在北京，面向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东北院校的学员。 

    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设第二分会场，侧重民俗学基础研究和民族民俗学专题讲座，同时开

展民族民俗教学基地体验教学。新疆大学分会场（第二分会场）主要面向西部学员，为西部学员的课

程学习、调研和交通往来提供方便。 

    本次暑校的主场与分会场师资力量协调，教学与实践结合，师生互动。引入数字软件教学和民俗

学教学基地体验实习。 

暑校尝试开通在线远程视频教学。欢迎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在线注册

网址、听课方式和结业要求，另行通知。 

    三、举办时间 

    本次暑校举办时间为：2012年8月20日至2012年9月2日。 

    其中，2012年8月20日至8月27日在北京授课，8月28日至9月2日在新疆大学授课。 

    四、暑期学校的活动、考核方式与结业证书 

    暑期学校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并组织学员分组展开研讨，设立研究生交流奖项，设

优秀论文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在暑校期间，计划组织学生参观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

库、新疆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田野调查基地等。 

    暑期学校要求学员结合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运用所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对相关问题和课题进

行研讨，并提交毕业论文。 

    全程听课、参加研讨会并提交毕业论文，达到暑校要求的学员，可获得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颁

发的暑期学校结业证书。 

    五、招生对象与人数 

    ㈠招生对象 

    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语言文学”和“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在读

二年级以上硕、博研究生，欢迎报名。 

    攻读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对外汉语教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艺术学等专业，但在论文

研究方向上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有交叉关系的在读二年级以上的硕、博研究生，以及在高校和

科研院所讲授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课程的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均可报名。 

    ㈡招生人数 

    本次暑校招收正式学员80人、旁听学员20人。本单位和北京本地学员均作为旁听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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