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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创新实践人才。但是，目前文博人才缺口巨

大，专业化水平较低，应用型、技术型和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匮乏。人才培养成为文博事业健康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而高校是该项工作的重镇和根基。当前国内已有九十余所高校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

阶段开设考古文博专业，另有三十余所高校在美术史、科学技术史、建筑学等专业中设相关培养方

向。尽管如此，高校文博教育仍面临专业数量少、学科地位低下和理论研究滞后、课程设置不合理、高

质量社会实践薄弱、校外导师聘用困难、经费不足、跨学科融合有待强化、职业培训服务有限等问题，

导致学校教育与职业需求脱节。高校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文物保护等

领域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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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77万处，可移动文物

1.08亿件/套，文物保护与修复压力巨大。同时，截

至 2019年底，全国共有 5535家博物馆［1］，近几年

保持年均二百座左右的速度递增。这些变化表明

我国文博事业繁荣发展，但也面临保护和利用好

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延续和传承国家和民族精

神血脉的重大使命与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大批具

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

但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以及

博物馆领域相关人才缺口巨大。从总量上看，文

物从业人员总量约 16万人，其中博物馆从业人员

9万余人，与美国仅博物馆从业人员就有超过四

十万的总量存在显著差距［2］。尽管这与美国博物

馆总数远超我国这一情况相关，但也意味着我国

若要对标文博事业较发达的国家，未来所需的人

才增量将是当前人才总量的数倍。从专业化水平

来看，文物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仅占

30%。另外，高级职称人数比重在 5%左右，中级职

称人数比重在 10%左右［3］，而国际上公认的高、

中、初级人才的理想占比为 10%、30%和 60%。从

业人员的专业背景仍以历史学、考古学为主，专

业的多样性较弱，尤其缺乏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

专门人才。同时，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如根据调查，陕西省文博系统在编人员

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约占总数的40%［4］；

又如另一项针对北京区（县）博物馆的调查显示，

在职人员中拥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

2.4%［5］。而美国接受过高校教育的博物馆从业人

员的比重在 70%左右［6］。此外，应用型、技术型和

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匮乏。总体而言，我国文博人

才队伍建设仍然面临质量与增量的双重困境。

人才培养成为文博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性

问题，而高校是该项工作的重镇和根基［7］。据笔者

统计，当前我国有近一百三十所高校在本科或研

究生培养阶段设立了考古文博相关专业或培养

方向，其中有超过 60%是在 2000年后设立的。高

校文博教育在经历了 1949年以前的萌芽阶段、20
世纪 40—70年代的起始阶段、20世纪 80年代至

2000年的规模发展阶段、21世纪之后的繁荣和传

统转型阶段后，逐步走向了相对成熟的快速发展

时期。尽管如此，高校文博教育仍面临专业数量

少、学科地位低下和理论研究滞后、课程设置不

合理、高质量社会实践薄弱、校外导师聘用困难、

经费不足、跨学科融合有待强化以及职业培训服

遗产保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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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有限等问题，导致教育与职业需求脱节，职业

技术人才成长渠道不畅。其原因一方面与高校体

制内部的学科建制、考评体系、资源分配、培养方

式不适应文博事业发展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外部

对文博职业类型、职业资格和职业能力评价体系

不明确相关。

一、高校文博教育的现状成果

根据笔者的调查与核实，目前我国共有九十

余所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开设了考古

文博专业，具体培养方向包括考古学、博物馆学、

文化遗产学、文物保护与修复、文物鉴定等。另有

三十余所高校在美术史、科学技术史、建筑学等

专业中设立美术考古、科技考古和古建筑保护等

相关培养方向，以及若干音乐考古文物研究、戏

剧文物研究、纺织文物保护与修复等特色方向。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高校文博教育的现状成果可

概括为以下几点。

1.高校教育的快速发展趋势逐步显现。2000
年后，随着我国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文

博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每年都会有新的高校增

设相关专业。尤其是 2010年后，在目前的一百三

十余所高校中有近40%是在这一时期设立考古文

博相关专业［8］。院校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基本均

衡，除青海、宁夏尚未有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外，其

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涉及，中东部地区院

校相对更集中［9］。同时，办学高校中“985”“211”工
程院校占 30%左右，近几年新设考古文博相关专

业的院校更多地向地方院校和职业院校倾斜。

2.培养方向不断细化，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

一方面，部分学科逐渐细化出新的分支学科，如

文化遗产学细分出民族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文物产业经营等。同时，培养方向的细分也体

现出不同院校的办学特色，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与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联合招收硕士

研究生，培养自然博物馆高层次人才；北京科技

大学突出“科技”特色，强化在科技考古、文物保

护等领域的治学特长；浙江大学开设科普教育方

向等。另一方面，依靠跨院系、跨院校、跨机构合

作，实现跨学科专业教育与研究的拓展。例如，复

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与生命科学学院、现代

物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古籍保护研究院

等院系机构积极开展多主体教学和科研项目。又

如，目前国内高校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依托历史

系、考古文博系、建筑系、艺术系等不同院系办

学，显现对于研究对象注重保护技术、结构修缮

和艺术解读等不同面向的拓展。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为强调实践训练。根

据“双一流”建设的要求，高校必须坚持职业导向

的专业教育理念，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以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0］。根据我

国文博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强调依托校内外研

究实践基地和国际交流等手段，强化学生综合能

力，并在培养方案中明确实践课程的学分和具体

要求。相关高校中几乎全部都与校外各类机构建

立了合作关系，主要模式包括：合作办学与联合

培养、建立校外实训（实践）基地和行业培训基

地、校企合作等。这些高校有 50%左右拥有博物

馆、美术馆、文物标本室或文献资料室等，其中绝

大部分依托文博相关专业而设立。另外，近40%拥

有考古、文物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研究等学科

方向的实验室和科研中心等。其中不乏与国外高

校或科研机构联合创立的研究平台，如北京大学

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联合成立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

际中心”等。部分院校还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等

网络平台，达到创新师生互动模式、分享研究与

实践成果、校际或馆校互动、服务社会公众等目

的，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源流运动”、西

南民族大学的“博人工作坊”等微信公众号。此

外，自 2011年起至今，已有近五十所高校设立了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既旨在鼓励在职人员

修读研究生、提升专业素养，又致力于强化职业

导向的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并在这一过程中积极

探索“双导师”“双证书”制度以及高校教育与职

业需求的衔接途径。

4.承担更多校外人才培训任务。作为应用性

极强且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交

流等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学科，高校需

要承担更多文博人才培养和行业服务任务。许多

高校与国家文物局、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行

业协会、文博机构合作举办各类在职人员培训

班，如复旦大学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先后举办了

包括 17届全国文博干部专修班、1届省级文物局

局长班、3届省级博物馆馆长班、1届国家一级博

物馆馆长班、1届文物出口出境鉴定站站长班、1
届国际博物馆馆长班等培训班［11］。高校的一些职

业培训项目已经作为部分文博单位在录用和晋

升相关人员时的必要条件之一，成为国家和行业

认可的职业能力凭证。不少高校教师也担任了文

博机构的顾问专家，或文博机构相关人员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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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承担了大量的博物馆展览策划、文化遗产

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管理等课题与项目。

二、高校文博教育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高校文博教育获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尚存在

不少问题。总体而言，高校教育水平仍然滞后于

我国文博事业发展的现状，职业导向不充分。

1.所设的相关专业总量仍然不足，毕业生流

失情况严重，不能满足行业对人才储备和培养后

劲的需求。第一，文博专业的总体数量较少。我们

目前开设文博专业的高校有一百三十余所，而日

本仅开设学艺员养成课程的大学就有三百所，其

中四年制大学有 291所、短期大学有 9所，学校性

质包括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12］。另外，

目前全美仅博物馆学的研究生项目就有155个［13］。

第二，就生源而言，本科生培养阶段，部分文博专

业在高考招生时只招收文科生，缺失了理科背景

的生源；研究生培养阶段，高校面临希望报考学

生有一定的跨专业背景、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又缺失文博专业知识的尴尬境地。此外，2010年

教育部设立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旨在为

在职人员提升专业素养而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但目前生源依然以应届毕业生为主，在职人员不

足生源总数的20%。第三，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

看，一些高校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国内

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的分别约占总数的 1/3，30%
直接就业的学生中还有不少跨行择业的情况。研

究生培养阶段，一般有 60%~70%的毕业生选择去

文物机构、高校或文博文化企业从事相关工作。

因此，每年高校实际为文物行业输送的毕业生约

为 3000人，但是我国文物机构的总数目前已超过

万个，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向行业输送毕业生数与

文物机构数之比仅约为 1︰3。
2.高校教育总体仍倾向于综合性教育，不能

满足多学科、专门化、应用型培养新趋势。第一，

目前在文博学科建制中独立建院的仅有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与文

博学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

学院、河北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河北东

方学院文物与艺术学院、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

与文博学院等。更多的相关专业（培养方向）虽然

有隶属于人文学院、社会学院、民族学院、人类学

院、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和纺织学院等不同情

况，但近70%开设在历史学院（系）下，历史学导向

依然明显。第二，专业课程多以历史学、文物学、

考古学为主干，缺乏针对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管

理、文物保护与修复等培养方向的完整课程体

系。以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以下简称“文博专

硕”）为例，目前开设高校的培养方案显示，不少

院校的课程是从必修的文物学基础、博物馆学基

础、考古学基础出发，到专业选修的各时期各类

型考古、各类文物研究等。从开设的课程总量来

看，考古学相关课程、文物学相关课程、文物保护

与修复相关课程、博物馆学相关课程、文物鉴定

相关课程数量比约为 2.5︰3︰1︰1︰1［14］。博物馆

学明显薄弱，文化遗产管理的课程则涵盖在文物

学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相关课程之中，且学位所要

求的学分数也占 22~63分。另外，在课程结构上与

学术硕士有很大相似性，虽综合性强，但尚未通

过课程内容的创新来凸显对专硕应用能力的培

养。第三，除部分院校已形成明显的办学特长外，

许多院校的综合性教育很大程度上导致培养聚

焦不足，尤其就跨学科而言尚未开拓更有效的培

养方向。

3.高校文博的实践实训教育仍待强化，不能

满足行业对人才职业能力的实际需求。目前高校

文博相关专业的实践实训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

方面。（1）培养方案中专设“专业实践”学分，要求

时长从 3个月到 6个月不等。（2）在相关课程中安

排实践课时，如文物修复、文物摄影、展览策划等

课程。（3）借助项目和课题平台，鼓励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参与，如参与重大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利用社会实践项目、科研资

助课题等让学生自主设计和研究；举办学生学术

报告会等。但是，第一类形式的主要问题在于院

系所设的校外实践基地总量与类型不足，并有

“只挂名不出资源”的现象，学生难以找到心仪

的、专业对口的实习单位，专业实践的质量难以

保证。第二类形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大部分设立文

博相关专业的院系普遍存在经费不足、实验设备

老旧、教学标本有限等情况，课堂所能提供的资

源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目标的实现，而更多情况

下，授课教师会同校外机构沟通，举办课程讲座、

合作课程实践作业等。但是，实践课程仍然十分

有限，且实践成果的实务性转化较弱。而国外如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
sity）博物馆学系的展览设计课与史密森尼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各大博物馆合作，优秀

的课程作业能为博物馆提供有趣的小型展览，并

直接在博物馆展厅中展示。第三类形式的主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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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于重大课题与项目的资源极大地依赖于院

系和相关教师，从而导致不同院校的资源差异巨

大。而学生自主申请的项目由于学术积累有限，

需要依靠专业教师和其他校内外资源的共同支

持与辅导。

4.专业教师缺口大，人才引进困难，无法满足

多学科维度、理论与实践一体的教学需要。一方

面，文博相关专业的专职教师总量偏少，近50%院

校的相关专职教师数在十人以下，有些院校虽然

开设了文博相关培养方向，但相配的专职教师仅

一人或若干兼职教师。而更突出的问题是专职教

师专业背景单一，以历史学、考古学出身为多，而

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与修复、文化遗产管理等学

科方向的专职教师紧缺，如部分院校文物学教师

需另开设博物馆学课程，以补充博物馆学培养方

向师资和课程不足的问题；部分院校由于博物馆

学、文物保护与修复等培养方向仅一名教师，其

需承担该方向所有的专业课程教学任务。同时，

不少教师是直接从高校毕业走向教职岗位的，自

身也缺乏文博领域的实践经历。另一方面，校外

导师聘用困难。高校往往要求校外导师有硕士及

以上学历和副研究员及以上职称，许多行业专家

无法达到高校的聘用标准，让院系非常为难。此

外，院系经费有限，难以满足扩大校外导师聘用

规模的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已聘用的校外导师

也未能充分发挥辅导学生的作用。由于校外导师

有自身的专职工作，工作地点也不在院校，不少

院校尚未建立校外导师的管理规制，如参与学生

辅导的时长、具体的学生辅导工作范畴等标准。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其一是与考古学相

比，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仍处于弱势地位，基础

理论及与实践结合研究较弱，尚未形成成熟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目前，博物馆学

虽为考古学的二级学科，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又

将博物馆学归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而文

化遗产学能否称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尚有诸多争

议，文化遗产学专业也是在 2016年首都师范大学

申报该专业成功后才被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之中。而法国、韩国等国早已有专门的

文化遗产大学［15］。由此，直接导致许多院校的经

费、课题等资源薄弱，招生规模也难以扩大。其

二，教学标准未明，跨学科合作机制尚未广泛建

立。目前，各个高校以自身办学资源为基础设定

不同的培养方案，办学水平参差不齐。同时，文博

专业教师的专业背景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自然科

学背景的教师仍较为匮乏。在高校内部建立跨专

业合作的模式尚不普遍，学科群的探索亟待强

化。其三，行业未明确人才核心能力框架，缺失高

校教育引导机制。行业内对文博人才的职业类

型、职业素养和职业发展路径并未形成公认的标

准体系，在高校培养寻求职业对标时存在困境。

其四，文博专业得到政府和高校投入较少，相应

的教师队伍编制也少，人才引进难。专业教师不

易申请研究课题，行业核心学术期刊整体数量与

历史类、文学类相比偏少，影响教师职称晋升。其

五，文博专业对口就业岗位的薪酬、职业发展前

景难以满足毕业生要求，且往往休假为周日、周

一甚至日期不固定，难免有工作与家庭生活衔接

的矛盾。与此同时，文博机构也存在招不到优秀

人才的困扰，毕业生职业能力无法满足工作岗位

的需求。

三、高校文博教育的发展对策

在新时代，文博事业将实现功能进阶，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

基础与保障、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推力。高

校应当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配合行业职业道德建

设，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四个自信”

的根本认同，培养适应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多

元化人才，调整优化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

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快文博一流学科建

设，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

1.鼓励更多高校设立文博专业（培养方向），

强调办学特色。高校专业的增减往往受外部行业

发展需求的影响，当下文物行业发展态势和高校

教育仍处于“外热内冷”的状态，专业设置空间依

然较大。各高校应依托不同院系，依据办学条件，

开办具有自身特色的相关专业，并进一步细化分

支学科，如博物馆学可细分为博物馆管理、博物

馆教育等。同时，针对目前文博专业（学科）鲜有

各级别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基地或精品课程的情

况，要根据“双一流”建设的要求，对已开办文博

专业（培养方向）的高校强化内部绩效管理，加速

推进校级、省市级、国家级重点学科和精品课程

建设，充分整合资源，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综

合实力，逐步争取多层级的人力、物力和政策的

倾斜。

2.适应跨学科转变，推进学科群建设。跨学科

发展已成为文博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为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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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竞争优势，建立符合行业需求的知识体系，可

积极探索文博学科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

群往往由主体学科、主干学科、支撑学科和特色

学科构成，突出学科特色［16］。依照学科群结合的

紧密程度，其组织形式可包括实体型、紧密型和

松散型［17］。根据目前我国高校文博教育的情况，

学科群建设可从松散型起步，即依托重大科研课

题研究而组织学科群，群内学科可依据课题内容

涉及文博各个学科，还可包括化学、信息科学、生

命科学、历史学、地质学、建筑学、环境学、管理

学、法学等学科。另外，高校层面可以强调专业设

置的动态性和自主性，通过在不同的隶属关系下

开设博物馆学，实现跨学科融合和确立办学特色

的目的。例如，美国部分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开

设在文学院、科技学院、视觉艺术学院等之下，以

借学院之力获得不同的资源优势。

3.健全研究型与应用型课程体系，促进创新

创业教育和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首先，研究型与

应用型并重是高校文博教育的基本任务。美国早

在 20世纪就已形成了以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保尔·约瑟夫·萨克斯（Paul Joseph
Saehs）创立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博物

馆课程为代表的高校训练和以纽瓦克博物馆

（Newark Museum）约翰·科顿·丹纳（John Cotton
Dana）开办的学徒制课程为代表的在职实践训练

两种模式，两者拥有完全不同的培养路径［18］。其

次，增加职业生涯课程，融合职业道德教育，引导

学生尽早认识和认同文物行业各岗位工作，以帮

助他们择业。再次，提升实践基地建设和实践课

程比重，推进高校与国家文物局、文物行政管理

部门、文博机构合作办学。最后，丰富新兴分支学

科课程，充分体现分支学科的办学特色。如芬兰

埃斯波-万塔理工学院（Espoo-Vanta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开设海洋文物保存专业，有针对性地

设计了水下环境、水下材料分析等特色课程［19］。

4.创新教师聘用制度，申请适当放宽兼职教

师聘用条件。文博专业的招生人数要实现扩充，

必须依靠更高质量、更大规模的教师数量。一方

面，目前高校各专业专职教师的编制相对固定，

因此，增加兼职教师的聘用迫在眉睫。美国兼职

教师的比例逐年上升，一些私立或营利性大学的

兼职教师已成为整个学校的教学主体［20］。因此，

可以吸收文物行业专家、其他高校教师甚至其他

相关行业的专家来充实兼职教师和校外导师队

伍，院系应制定更有效的管理机制，对其工作成

效进行定期考核。另一方面，为了让专职教师有

更好的职称晋升环境，应强化核心期刊和课题平

台建设，具体包括鼓励有较强办学能力的院校创

办高质量期刊，国家文物局为中青年教师和中青

年研究员提供更多的课题申请机会，在各级哲社

规划课题中逐步提高文博课题的中标数等。

5.建立外部职教衔接保障。从标准角度而言，

应当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文化和旅

游部牵头，由国家文物局落实，加快推进更多文物

行业的相关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并建

立职业标准，能够为高校文博教育提供行业需求

维度的职业能力培养框架。同时，可参考英国、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Nation⁃
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这些资格框架是由政

府主导并获国家认可的学历认证体系，旨在为构

建终身学习型社会而确保个体都能获得较高质量

的教育，并同职业资格建立衔接［21］。我国可以文物

保护与修复专业为试点，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探索专硕、高职教育的“双证书”制度，并逐步向文

博其他核心职业拓展。与此同时，为更有效地保障

“教育—职业”呼应，应当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健全

政策法规保障，如日本在《博物馆法》和《博物馆法

施行细则》中明确规定了学艺员的培养课程、学分

及资格获取方式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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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useum and
Heritage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ZHANG Yu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work in China calls for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
tive and practical talents. However, the talent gap is still huge, the specialization level is low, and people
with applied knowledge, technical skil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y are highly demanded. Talents
training has become a primary issu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 museum and heritage
cause whi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key players of it. At present, more than 90 colleges and univer⁃
sities in China have offered majors in archaeology, muse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at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raining stages, and other 3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educational programs related to art his⁃
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 Issues such as few specializations, low academic sta⁃
tus, lagged theoretical research, unproperly designed curriculum, incompetent practicum provision, difficult
hiring of out-of-school instructors, insufficient funding, deficiency i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limi⁃
ted vocational training are still seen, leading to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career re⁃
quirements.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al talents in museology,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nservation specialties guided by vocation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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