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410N/2019-

00958 
分类： 规范性文件保留;报告 

发文机关： 吉林省教育厅 成文日期： 2019 年 01 月 08 日 

标题： 
关于申请调整吉林师范大学“满族语言文化”项目依托学科及名称的报

告 

发文字号： 吉学位〔2019〕1 号 发布日期： 2019 年 01 月 21 日 

关于申请调整吉林师范大学“满族语言文化” 

项目依托学科及名称的报告  
吉学位〔2019〕1 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吉林师范大学服务国家特殊需求“满族语言文化”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自 20

12年获批以来，严格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

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学位办〔2013〕4 号）要求，坚持“服务需

求、突出特色、创新模式、严格标准”的原则，立足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紧紧围绕国家对“抢救、保护濒危满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高层次人才这一重大特殊需求，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高质量开展

项目实施工作。  

该项目获批以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教育厅切实

加强对该项目的指导，吉林师范大学举全校之力开展项目建设。2018 年 10 月 3
0日，项目论证部门—国家民委专家组对该项目实施情况和成果进行了现场验

收评估。专家组对项目实施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该项目建设成效

显著，人才培养质量高，建设规范、制度完善、推进有力、经费和设施保障充

分，服务需求情况好，且为国家亟需，实现了预期建设目标。  

总结项目六年来的实施经验，基于满语作为“非活态”历史语言已走出现

实生活，而清代图书、档案等满文文献却大量留存，并对民族边疆历史、中外

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实际情况，若将该项目依托学科从“中国

语言文学”调整为“中国史”，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将满文作为语

言工具，借助满族语言文字训练，强化史学功能，开展史学研究，挖掘满文文

献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更好地实现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有

利于实现特需博士人才培养目标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另外，从吉林师范大学

六年多的项目建设实践看，学校在人才储备、平台基地、科研条件、基础设施

等软硬件环境方面，也更适合以“中国史”为依托学科开展项目实施工作。  

综上，希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该项目的支持与指导，并支持

吉林师范大学将“满族语言文化”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依托学科从“中国语言文

学”调整为“中国史”。同时，为明晰项目学科界限和人才培养目标，项目名
称也由“满族语言文化”对应调整为“满族历史与文化”。  

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给予支持！  

特此报告。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2019 年 1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