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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考古学通论课程教学改革思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考古学通论不仅是我国高校考古学专业的基本课程和主干课程, 也是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历

史学专业考古学通论教学实践中, 应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设置, 重点讲授历史文献记载缺乏的重要考古发现与最

新考古研究成果, 通过加强教材建设, 改进教学方法, 注重全面考核, 提高教师素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教学改

革, 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趣味性,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关键词:历史学专业;考古学通论;教学;课程改革

　　基金: 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史学’致用人才互动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2016

—0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1]。“考古学通论”,

既是我国高校考古学专业的基本课程和主干课程, 也是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 这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及其

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决定的。

　　考古学原属于历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学科调整时, 将历史学科一分为三, 把原

来隶属于历史学的考古学和世界史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 由此, 历史学包括了中国史、考古学和世界史三个

一级学科。虽然考古学的学科地位得以提升, 并日益发展成为利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 在研究

范围上亦涉及自然科学领域, 但其终极目的仍在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 所以考古学的人文科学归类与属性并未发生

变化, 仍属于广义的历史学。

　　考古学与狭义的历史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上。考古学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 即

遗物和遗迹, 狭义历史学研究的是历史的文字记录, 即文献资料[2]。考古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重

建史前时空架构、拓展史学研究视野、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等方面, 因此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习考古学通论是非常必

要的。笔者在河北大学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过程中有些粗浅的想法, 在此略加论述, 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教学内容的优化设置

　　对于历史学专业学生来讲, 开设考古学通论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

法, 了解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以及最新研究成果, 把握中国物质文化发展史, 并进一步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了解中国古

代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此外, 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促使学生了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以及考古学对历史研究

的重要作用, 为将来从事史学研究打下基础。历史学专业考古学通论的教学内容, 必须根据上述教学目的来设置,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侧重讲解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脉络, 重点讲解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尤其是历史文献记载缺

乏的考古发现。

　　我国历史悠久, 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遗存。1928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先

生到安阳殷墟开展发掘工作, 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近百年以来, 中国考古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努力, 发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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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遗址, 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已经公布的4296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考古调查发掘来确认的。由于考古发现众多, 即便是考古学专业的教学也不

可能面面俱到, 而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内容更应该相对简明、典型。应对历史文献记载缺乏的内容重点介绍, 如:没

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 文献记载缺乏且可信度需辨别的原史时期, 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史前社会的发展脉

络, 了解其中代表性遗迹的文化内涵。对考古内容的讲解要结合文献资料, 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现已发展

成为所有古代文献与古文字资料、古器物资料及各类标本的互证[3], 成为古代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将考古资料与

文献记载对照分析, 可以培养学生的多重证据意识与逻辑思维能力。河北大学所在地保定, 为东周时期燕文化的核

心区域, 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应适当增加河北考古尤其是燕文化的相关内容。

　　(二) 讲解考古工作的过程、方法, 注重培养学生的考古学思维、考古学研究能力。

　　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大致可分为田野工作与科学研究。田野工作包括调查、勘探、发掘等。在

科学研究方面,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为实物, 与传统的历史学有明显的不同, 因而在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显

著的差异。虽然历史学专业学生将来未必从事田野发掘工作, 但是只有具有考古学的思维, 掌握考古学的研究方

法, 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了解物质文化遗存的内涵和特征, 从而有助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张光直先生曾提

出, 希望中国培养出一批兼有历史学与考古学两种学问的人才[4]。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注重多学科合作,

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历史学研究要想有新的突破, 应在研究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而考古学是和历史

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 二者是历史科学 (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犹如车的两轮, 不可偏废。

　　(三) 培养学生利用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做历史研究的能力。

　　由于研究对象不同, 历史学研究普遍关注文献资料, 对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研究成果常有所忽视。近年来, 一些

历史学者在史学研究中利用墓志、画像石、古器物等物质资料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5]。随着我国考古学事业的

不断发展, 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每年都会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成果, 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

的重要资料。重视考古资料与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 并能够与文献资料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则比较容易获

得新的研究成果, 这在先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考古学通论的教学中, 必须培养学生分析阐释考古资

料、运用考古资料进行史学研究的能力。

　　二、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一) 加强教材建设

　　课程教学改革, 教材建设是基础与关键。目前, 各高校考古学与历史学专业使用的教材一般是南京大学张之恒

先生编著的《中国考古学通论》, 此书内容对于历史学专业学生来讲, 内容过于繁多, 重点亦不突出。此书初版于

1991年, 再版于2009年, 再版距今也已将近十年了。除此之外, 还有兰州大学段小强、杜斗城先生编著的《考古

学通论》 (出版于2007年) , 孙英民、李友谋先生编著的《中国考古学通论 (修订本) 》 (出版于1999年) , 山东大

学蔡凤书、宋百川先生主编的《考古学通论》 (出版于1988年) 。以上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近年来最新的考古

理论、方法与考古研究成果没有体现, 部分观点陈旧, 因此, 编写适合历史学专业的考古学通论教材显得尤为重

要。

　　(二) 改进教学方法

　　为了更好地使学生掌握考古学通论这门课程,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

方式上, 采用启发式教学, 重视与学生的交流, 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与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学, 通过大量的图片、照片和视频资料加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感性认识。此外, 还应加强微课、慕课

以及网络授课平台的建设。河北大学考古学通论课程主讲教师已经录制了《新石器时代炊器》《侯马盟书》《满

城汉墓》等微课, 用于课堂教学, 以提高学生学习的趣味性, 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堂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考古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应充分利用校博物馆与文物修复实验室进行现场教学。我们在讲授旧石

器时代考古时, 授课地点选在河北大学文物修复实验室, 使用泥河湾镜沟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标本来讲解, 通过刮削

器、砍砸器、石片、石核等器物的具体展示加深学生对旧石器时代的理解;在讲授商周考古时, 选在校博物馆甲骨



展厅、青铜器展厅, 让学生在课上观摩甲骨、青铜器以及玉器等文物, 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

果。

　　此外,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结合教学内容, 带领学生赴考古工地与博物馆参观考察, 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考古, 体

验考古, 以增强学生对考古遗址与文化遗产的直观认识, 扩展学生的学术视野, 提高研究能力。目前河北大学已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博物院、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等多家文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

　　(三) 注重全面考核

　　课程考核不仅要检验学生对课程基本内容的掌握, 更应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

的科研能力, 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因此教师应摒弃考核等于考试的观念, 将教学的全过程纳入考核范畴,

使课程考核过程化、经常化。对于考古学通论课程来讲, 考核亦应贯穿课程的始终, 将课程教学与各种形式的考核

同步进行。

　　考古学通论课程按专题与时代, 主要分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石器时代考古、青铜时代考古、秦汉考

古、魏晋隋唐考古、宋辽金元考古等六个单元, 每个单元的讲授过程中同步进行平时考核, 采用课堂综合表现、撰

写研究综述或小论文、制作幻灯片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课堂综合表现主要考察学生的出勤率、课上主

动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情况,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 鼓励学生与老师的互动, 提高学生的主动思考能力。

撰写研究综述或小论文、制作幻灯片, 以分组的形式完成, 每组三至四人, 内容为当前研究热点和前沿成果。学生

根据研究兴趣撰写研究综述或小论文, 或者制作幻灯片, 展示对考古遗迹、遗址的理解, 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

运用能力, 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与写作能力。课程讲述结束后进行期末综合测试, 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 主、客观

题型相结合, 主要考核学生对考古学基础知识与理论的掌握以及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这种综合考核除重视基本概念与知识点外, 还考察了学生对考古学前沿动态 (最新考古发现、研究热点等) 的

了解、理论方法的掌握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知识、素质与能力并重。在课程考核方式上坚持了过程评价与结果

评价、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的结合, 实现了考核主体和考核方式的多元化。

　　(四) 提高教师素质

　　教学改革的实行、教学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教学水平。为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 主要采

用两种方式。一是鼓励教师“走出去”, 到国内外著名的高校、研究院所研修访学, 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

法, 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河北大学讲解考古学通论的各位教师曾先后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日本东京

大学等国外高校访问交流, 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与理念, 观摩国外考古工地的发掘过程, 了解国外考古学相关

理论。二是“引进来”, 定期邀请专家来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毓秀讲坛”讲学。近几年已邀请北京大学李零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研究员、南开大学刘毅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文

胜研究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春长研究员等多位考古学家, 讲座内容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早期文明、商周考

古、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燕文化及墓葬考古等诸多方面。这些学术报告开阔了教师视野, 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

质、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综上所述, 要培养掌握历史学与考古学两种研究方法、熟练运用考古与文献两种资料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必须注重对历史学专业学生考古学通论课程的教学, 加强教材建设, 编写适合历史学专业学生的考古学通论教材;

根据历史学专业学生的特点, 调整课程内容, 重点讲授历史文献记载缺乏的重要考古发现与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还

要在教学中不断开拓思路, 探索新方法与新手段, 加强对高校博物馆与考古文博实验室的建设与利用, 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与趣味性,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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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国非洲研究年鉴（2022）》编纂工作启动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沈满洪代表：建议制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
代表沈满洪：建议制订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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