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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讨陈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已有许多篇，然对陈老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尚鲜见有专文论述。
刘乃和先生曾指出：“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在我校担任校长前后47年，这在我
国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
他一生为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大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不少贡献。
不少史学界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多少优秀人才都曾得到过他亲手培育和指导，他在我国教育史
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①然而近年出版的多部颇为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均未见有论述陈老的教育成就或教育思想的专门
章节，更未见有研究陈老对于中国历史文选课之贡献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从侧面
反映出对老校长教育成就研究甚为匮乏这一现状。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陈老创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这两门课（以下略作“两课”）之事例，来
揭示陈老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项成果，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选课之巨大贡献，并由此管窥其部分教育
思想与教学特点，以期借鉴陈老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
全文分三大部分：一、创设“两课”的时代背景与陈老的主观因素；二、“两课”的内容、授课方法
以及对老校长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之管窥；三、两课与陈老思想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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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讨陈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已有许多篇，然对陈老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尚鲜见有专文论述。
刘乃和先生曾指出：“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在我校担任校长前后47年，这在我
国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
他一生为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大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不少贡献。
不少史学界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多少优秀人才都曾得到过他亲手培育和指导，他在我国教育史
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①然而近年出版的多部颇为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均未见有论述陈老的教育成就或教育思想的专门
章节，更未见有研究陈老对于中国历史文选课之贡献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从侧面
反映出对老校长教育成就研究甚为匮乏这一现状。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陈老创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这两门课（以下略作“两课”）之事例，来
揭示陈老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项成果，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选课之巨大贡献，并由此管窥其部分教育
思想与教学特点，以期借鉴陈老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
　　全文分三大部分：一、创设“两课”的时代背景与陈老的主观因素；二、“两课”的内容、授课
方法以及对老校长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之管窥；三、两课与陈老思想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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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讨教材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几点思考中国历史文选与民族文献中国历史文选教材亟待加强的两个方
面：版本和地图关于陕人教版《中国历史文选》部分注释的意见商务版《中国历史文选》勘误举隅中
国历史文选教材内容与教学重点之拙见论中国历史文选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研讨教学方法中
国历史文选教学的“精”与“博”  关于加强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实践环节的思考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
的传统学养与地方特色新课程体系下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历史文选课教学
方法改革之我见中国历史文选课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中国历史文选课堂培养学生阅读古籍兴趣的尝试
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应强化运用历史文献能力的培养关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方法的一些思考其他关于高
校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寓教于“选”，推进中国历史文选课程建设协调课程关系提高教
学质量中国历史文选学习心理调查及教改的针对性探讨略论旧注在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的价值与地位
试论中国历史文选课件的制作和使用对古文实习室与图书馆共建的几点思考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
中国历史文选教改刍议再谈中国历史文选的对外教学中国历史文选课程考核改革探索关于建立古汉语
过关考试题库的探索与思考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中国历史文选教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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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中国现存民族文献数量巨大我国民族古文献历史悠久，传世的数量颇多，由于民族古文
献的特殊性，它们多保存于私人和寺院之中，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就出版的书目资料及调查情
况而言，其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汉文古文献，有五十余万种。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共收书目4000余种，它只是诸多民族文献中精选出来的一部分，其中不包
括档案资料。
就满文而言，单是《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就收录了1949年之前出版的满文图书1769种，如果加上
丛书的子目，就达2595种之多。
这些民族古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献宝库，对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哲学、宗
教、医学、天文、地理等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应该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
（二）民族文献的史学研究价值颇大，但高校重视不够民族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诸多原
因，高校学生不了解民族文献的基本情况，更谈不上自觉运用。
民族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很多学者已有论述，毋庸赘言，其中使用古彝文、古藏文、回鹘文、
蒙古文、满文等文字记录的典籍尤为重要，这些民族文献不但可以和汉文相关文献相印证，而且可以
弥补汉文文献的不足，如彝文的《西南彝志》、藏文的《青史》《白史》《红史》、察合台文的《拉
西德史》、蒙文的《蒙古秘史》《蒙古源流》、傣文《泐史》等。
民族文献中还有很多英雄史诗，如《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被称为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
，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可与希腊《荷马史诗》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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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字说文:中国历史文选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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