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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方史与多学科
“
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课改探索

陆铭 宁
,

陆文熙
,

周锦鹤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一5 0 一3 )

【摘 要」四川 省级精品课程《四 川地方史》课程建设中
,

创新设计 了《
“
两史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模式》和

《
“

地方史与多学科
” “

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模式》
,

课改探索中强调历 史学与其他多学科结合教学设计
,

探索更好

地实现培养
“

立足凉 山
,

服务四川
,

面向西 南
”

的高素质人才 目标
。

【关键词」四川地方史 ; 民族地区 ;多学科 ;三结合 ;适应性人才 ;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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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方史》课程是西昌学院多年建设实践
,

州省
、

重庆市
、

浙江省等省市
,

都将以本省市地方史

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门四川省级精品课程
,

经 30 多年 为主要内容的省情教育课列为高校的必修课程
,

并

教学实践证明
,

四川地方史的教学内容不仅为四川 分别组织编写了《云南地方史 》
、

《贵州地方史》
、

《东

为高校的旅游
、

历史
,

政治
,

区域经济
,

中文
、

法律
、

北地方史》
、

《浙江地方史》
、

《魅力江西 》
、

《山东通

文科师范等专业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卓有成效
,

也利 史》
、

《当代广西简史》
、

《四川近代史》等教材
。

西昌

于教育学
、

农学
、

经济
、

管理
、

水电
、

畜牧
、

城乡规划
、

学院组织力量
,

经多年探索建设成功《四川地方史》
食品加工

、

建筑设计
、

地质地理
、

中医药学
、

交通等 省级精品课程
。

诸多专业的学生优化知识结构
,

提升专业水平
,

使 二
、

(( 四川地方史》课程建设中的教学内容改
其更好适应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需要

,

因而 革

受到广泛的欢迎
。

为深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

适 民族地区高校肩负为民族地区培养适应性社

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部署的需要
,

以学校课程 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的历史重任
,

必须顺应我国改

改革为契机
,

四川地方史进行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教 革开放新形势下产业结构复杂化
,

职业结构现代化

学改革
。

的历史潮流
,

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

一
、

立足于培养民族地区适应性人才设计的 针对中国幅员辽阔
,

地理环境复杂
,

各地各民

《四川地方史》教学改革项 目 族历史发展不平衡
,

而传统通史课是以中央王朝更

国情
、

省情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
,

替为主线
,

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体系
,

不能

具有知国
、

爱国
、

报国意识
,

增强分析问题
、

解决问 全面考察中国历史
,

不能满足各地区域经济建设知

题能力的重要手段
。

识能力需要的现实
,

中国历史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必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地方史教育
,

早在春秋战国 须与时俱近
。

四川省历史悠久但很独特
。

地形的

时期
,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国语》就分地域记录了周 封闭性
、

地貌类形多样性
、

资源丰富性
、

产业分布的

朝王室和鲁
、

齐
、

晋
、

郑
、

楚
、

吴
、

越国等诸侯国的历 独特性
、

人 口分布不均衡性
、

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历

史 ;汉代司马迁《史记》也专门写下《西南夷列传》
,

宋 史进程的不平衡性
、

行政区划的密度分配不均匀性

代以后我国修地方志己成传统
,

故留下历代全国各 等等都是四川独特的省情
。

如新中国社会主义改

地浩如烟海的省志
、

州志
、

县志以及《华阳国志》《西 造已基本完成时
,

四川 的藏族聚居区 尚存农奴制
、

南夷志》等宝贵文化遗产
。

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尚保留着奴隶制
,

沪沽湖畔的摩

新中国注重国情
、

省情教育
,

地方史作为国情
、

梭人至今尚传承着母系氏族的遗风
,

这种同一地域

省情教育的重要内容
,

历来是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 内各民族历史进程的不平衡性世间少有
。

《四川地

育的重要手段
。

改革开放以来
,

遵循
“

教育要面向 方史》教学内容必须创新
、

充实
,

必须全面地反映四

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的战略思想
,

各地高 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
,

也得探讨影响四川历史发

校都加强 了地方史课程建设
,

且成果累累
。

如《新 展的地理环境
。

而新创
“

传统史学与现代社会需要

疆地方史》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

列为新疆所有高 相结合
”

方法
,

改革以政治沿革为主的传统历史教

校的必修课程 ;江西省
、

山东省
、

四川省
、

青海省
、

贵 学体系
,

形成以四川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

四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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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
、

四川经济
、

四川文化四大板块有机结合的
“

四

川地方史
”

课程内容体系 (见表 1 )是正确的选择
:

表 1 《四川地方史》内容体系
第一编四川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第一章 四川地理概况

第二章 四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编四川历史沿革 第一章 古代的四川

第二章 近代史上的四川

第三章 现代史上的四川

第三编四川经济 第一章 四川丰富的资源

第二章 四川传统产业

第三章 四川现代产业

第四章 改革开放看四川

第四编四川文化 第一章 四川民族文化

第二章 四川历史文化

在这个内容体系中
,

我们重点分析了影响四川

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

加强 了经济方面的内容
,

介

绍 了四川 的资源状况
,

四川 的传统产业和现代产

业
,

分析了四川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引导

学生开动脑筋
,

寻求建设繁荣富强新四川的途经
。

三
、

教学方法创新的 ((
“
两史

’

川三结合
”
的民族

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模式》

《四川地方史》是历史教育
、

思想政治
、

法律
、

旅

游管理
、

经济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

又是各专

业都适用的素质教育课
。

以提高素质
,

优化知识结

构
、

培养能力为 目标 ;采用史论结合
,

注重实践
,

由

史知理为方法 ;确保质量
,

突出特色
。

为山区和少

数民族地区培养爱国爱乡
,

具有
“

民族性
、

地方性
、

适应性
”

特色的
“

留得住
,

用得上
”

的一专多能复合

型应用人才
。

在教学实践中培育出《
“

两史
” “

三结合
”

的民族

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模式》 (见图 1) 教学改革新成

果
。

该模式较好地体现了西昌学院
“

立足凉山
,

服

务四川
,

面向西南
”

培养适应民族地区合格建设人

才的办学宗旨
。

同时课题组教师们在全校开设《四

川地方史 》选修课及其各板块延伸课 《凉山民族文

化与旅游》
、

《四川省情讲座》
、

《四川经济》
、

《凉山旅

游资源开发》
、

《四川藏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等地

方史类公共选修课
。

四
、

与时俱进再创新
,

探索 ((多学科与地方史
“
三结合

”
的民族地区适应性人才培养模式》

经多年实践
,

《四川地方史》不仅为旅游
、

历史
、

政治
、

区域经济
、

中文
、

法律
、

文科师范等专业学生

提高综合素质服务
,

也利于教育学
、

农学
、

经济
、

管

理
、

水电
、

畜牧
、

城乡规划
、

食品加工
、

建筑设计
、

地

质地理
、

中医药学
、

交通等诸多专业的学生优化知

识结构
,

提升专业水平
,

使其更好适应西部民族地

区经济文化建设需要
,

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
。

在当

前深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历史时期
,

为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提出

的新要求
,

《四川地方史》课程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

课题组以学校课程改革为契机
,

将《
“

两史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培养模式》创新为设计《
“

地方史与

多学科
” “

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培养模式》
,

并在

教学中加强地方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

更好

地实现培养
“

立足凉山
,

服务四川
,

面向西南
”

的高

素质人材目标
。

(见图 2 )
。

图 2 多学科与地方史
“

三结合
”

的民族地区适

应性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在多学科与地方史
“

三结合
”

的民族地区适应

性人才培养模式中
,

课程组重点将《四川地方史》的

教学内容与农业经济
、

国际贸易学
、

管理学
、

区域经

济学
、

农村区域发展
、

行政管理
、

畜牧
、

中国近现代

史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课程有机结合
,

在课

程教学中加人《四川地方史》课程内容
,

将四川改革

开放的成果和经验
、

将发生在四川
、

影响四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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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大事
,

如汉川特大地震及抗震救灾
、

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
、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

战略部署
,

建设西部经济高地等内容
,

作为案例渗

透到其他专业课程中
,

既采用案例教学法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
,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

继续发挥《四川地方史》课程作为优质教育资

源的引领作用
。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还是在课后的辅导中
,

课

程组全体人员都注重培养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实

践能力
。

一方面
,

在课堂教学中注意案例教学法的

应用
,

同时
,

把当下发生的一些案例及时的和学生

分享
。

另一方面
,

在课堂以外的实践中
,

教师大多

亲自带学生到相关的企业
,

教育基地等进行现场教

学
,

场景式教学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
。

另外
,

课程

建立的毕业生跟踪我们也一直在持续的进行
,

通过

学生的反馈
,

教学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

学生也

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

使得课程建

设不断的完善和丰富
。

为了实践这一模式
,

课程组建设了凉山奴隶社

会博物馆
、

康西铜业
、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

普格螺髻

山镇
、

红军长征彝海结盟纪念地
、

白庙乡彝家新寨

等实践基地
。

注重实践性教学
。

创造
“

师生互动的

三结合
”

教学方法
。

新创
“

课堂讲授与课外 自学结

合
” ,

通过教师讲授史学理论
,

提供参考书目
,

指导

学生读书
,

写文章
,

讲演会
、

辩论赛等形式理解民族

文化
。

组织学生到奴隶社会博物馆
、

长征纪念馆
、

普格螺髻山镇等几十处见习点考察 10 000 多人次
,

指导学生调查家乡史
。

五
、

将课程教学推向社会
,

为西部开发和民族

地区稳定发展做贡献

探索历史教学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是

教师的责任之一
。

课题组成员发挥各 自特长
,

通

过网络咨询
、

深人凉山各地讲学
、

实践指导
、

扶贫

等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生态建设提

供智力支持
,

如为凉山各地发展规划
、

产业调整
、

资源开发提出建设性意见
,

通过本课程
,

帮助学生

了解四川省情
,

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

掌握独特地

理环境中四川的历史沿革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生

发展的轨迹
。

了解四川的资源
、

产业
、

民族
、

文化

的历史与现状 ; 明确四川在强 国大局和西部大开

发中地位重要
,

机遇与挑战并存
。

激发学生继承

发扬四川人爱国主义的传统
,

掌握建设四川强省

的技能 ; 提高分析四川 问题
,

解决 四川 问题的能

力
,

以适应毕业后在四川和西南多民族地区工作
,

在西部开发和构建四川和谐社会建功立业
。

对省

情的了解深化了学生的责任意识
,

立下献身民族

地区建设之志
。

《四川地方史 》课程作为一门四川省级的教学

质量工程项 目
,

其建设中设计的《
“

两史三结合
”

民

族地区适应性培养模式》和改革中创新的设计《
“

地

方史与多学科
” “

三结合
”

民族地区适应性培养模

式》
,

成功实现了在新形势下地方史教育与多学科

结合教学
,

避免了高校教育中地方史教学的缺失
,

为更好地实现培养
“

立足凉山
,

服务四川
,

面向西

南
”

的高素质人才目标做出了卓越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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