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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史学史教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对史学的影响
。
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不仅渗透于全书述论的字里行间，而且在每章均有专论。
其次，对各个时期的史学内容与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论。
其中包括史学体例、记载内容、历史认识、治史方法、史家流派、史学思想、演化规律等等。
第三，研究客体的范围有所扩大。
宋元以降，具有野史性质的笔记小说、讲唱文学兴起，史学也出通俗化的一脉，然过去为传统史学所
忽略，《中国史学史教程》也将它纳入史学史的视野，从而丰富了教材的内容。
第四，《中国史学史教程》时限从上古贯穿到20世纪，是当前中国史学史教材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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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二、八九十年代的主要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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