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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高素质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适应人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

采取有效方法
,

通过

相互配合制定教学计划
,

分步实施
,

实现 《四川地方史》 专业课教育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结

合
,

对学生进行国情
、

省情教育
,

由史知理
,

成为适应当前国际国内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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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地方史》 教学与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需要

“

振兴中华
”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凝集人

心的口号
,

也是我们国家能否屹立于世界强国之

林的首要条件
。

国家的振兴靠教育
,

教育的振兴

靠教师
。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培养高

素质的能适应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面向现代

化
”

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
,

是高校包括专业课

教师和党团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历史

责任
。

按照
“

三个面向
”

的要求
,

高等院校为社

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支胜任当前

产业结构现代化
,

职业结构复杂化的国际国内现

实和未来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

西昌学院地处凉山
,

是四川境内的一所民族

地区高校
,

全校现有 oo 余个专业约 16 500 名学

生
,

所培养的学生涉及师
、

农
、

理
、

工
、

管
、

文

等多方面专业人才
。

按照国家的部署和安排
,

西

昌学院招生地域主要是面向川
、

渝
、

滇
、

黔
、

陕
、

湘等西部民族地区
,

学生毕业后就业地域

70% 以上也在四川及西南多民族地区
。

他们在实

际工作中需要国情省情特别是西部历史知识和现

代经济文化知识
。

同时多年来毕业后在全国各地

及求职海外的学生反馈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四川经

济文化知识对他们也有适用性
。

独特省情和我校

生源与就业分布格局
,

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除具

备一般人才共同素质外
,

还应该是 了解 四川省

情
,

熟悉民族文化
,

掌握民族政策
,

热爱四川
、

热

爱家乡
,

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坚定信念和奉

献精神
,

能吃苦耐劳的特殊素质人才
。

为此学院提出
“

立足凉山
,

服务四川
,

面向西

南
”

的办学指导思想
,

各门课程的教学改革都应该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进行
,

才能实现学院可持续发

展
。

《四川地方史》 担负着授业与育人的双重任

务
,

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由史知理
。

它既是政史
、

思想政治教育
、

旅游管理等专业必修课
,

又是一门

能帮助大学生们认识国情
,

了解省情
,

深化对邓小

平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
,

能培

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精神
,

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

选修课程
。

该课程开设以来
,

深受学生欢迎
,

也为

社会所认可
。

但在 《四川地方史》 实际教学过程

中
,

既要让学生掌握课堂知识
,

还需要大量的实践

调研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
。

因此教学内容多与课

堂教学时数少的矛盾
,

调研见习经费不足
、

外出调

研管理及安全隐患等问题客观存在
。

专业课教师组

织大批学生进行大规模的
、

内容复杂的社会调研显

然力不从心
,

这就导致理论和实践结合力度不够
,

影响教学质量
。

共青团组织的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

对于

充分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参加改革开

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

促进科教

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

树立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
,

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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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

学习和适应现代管理方式
,

开拓创新
,

为发

展社会生产力服务
,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

但如

果缺乏针对性的具体指导
,

社会实践有可能达不

到预期目的甚至流于形式
。

为解决上述问题
,

几年来我们致力于探讨

《四力}地方史》 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有机

结合的教学改革途径
。

二 ( 四川地方史》 教学与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的主要步聚

1
.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
,

专业课教师与党团工

作者相互配合共同制定教学计划
。

根据共青团组

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地方史教学都有思想政治

教育
、

国情省情教育的共同目的
,

把地方史教学

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
,

培养民族地区适应性

人才
,

以求达到避开时间
、

经费
、

人力等矛盾
,

指导学生有 目的的实践
,

是一个效宏费省
,

既有

利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

又有利于帮助学生形

成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有效

途径
。

借助于共青团组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

东风
,

实施地方史实践调研教学内容 ; 也通过地

方史教学充实大学生实践活动的内容
,

利用史学

课的社会调查方法能帮助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
“

学知识
,

长才干
,

做贡献
” 。

按学院教学计划
,

《四川地方史》 的课程教

学内容主要分为
“

四川地理环境
” 、 “

四川历史

沿革
” 、 “

四川经济
” 、 “

四川文化
”

四大板

块
,

通过该课程全面系统地介绍四川省情相关知

识
。

再根据各年度共青团中央和学院团委对当年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题开设选修课和学术讲

座
。

如针对
“

纪念红军长征 70 周年
”

活动
,

开设

《红军长征 在四 川 》
、

《彝海结盟 的伟大意

义》
、

《石达开的失败与红军的胜利 》 等讲座
。

2
.

通过多种教学形式向学生传授地方史知

识
,

激发学生关注四川发展的调研动机
,

增强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和调研的方向性
。

在 《四

川地方史》 教学中力求知识体系与共青团组织的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求有机统一
,

把坚持
“

受

教育
、

长才干
、

做贡献
”

的宗旨
,

同深化改革
、

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变化
,

同学院求实创新

的学风和拓展素质教育的办学方向紧紧联系
,

长

期开展配合团委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

通过专业

课
、

选修课
、

全校性学术讲座
、

指导社团活动等形

式把四川地方史知识传授给学生
。

引导他们去学习

四川
,

了解四川
,

了解西部
,

了解少数民族地区
,

使学生全面了解国情省情
。

让他们认识到我国各民

族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
,

天府之国的周边尚有贫

困人口的存在 ; 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与现实经济的

贫困存在严重的反差
,

祖国的西部急需人才
。

如开

设全校性选修课 (四川地方史》
、

《凉山民族文化

与旅游》
、

《凉山旅游资源开发 》
、

《四川省

情》
、

《四川民族文化》
、

《四川经济》 等选修

课
,

举办 《文化价值观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形

成》
,

《发掘文化内涵
,

打造大凉山彝族文化旅游

产品》
、

《抗日战争中的四川》
、

《地理环境对四

川经济文化的影响》
、

《四川藏族旅游资源开

发》
。

激发学生关注四川发展
,

关注四川历史和现

状
,

关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族文化的调研动机
,

掌

握实践调研的技能
,

增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

性和调研的方向性
。

3
.

配合校团委组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

指导学生选择调研目的地及调研内容
,

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也完成 《四川地方史》 实践见习教学任务
。

按照院团委的布置
,

指导学生利用地方史知识
,

根

据时代特点
,

选择调研项 目
、

调研 目的地
。

如

2X() 5 年暑期
,

学生们积极参与团委组织的
“

重走

长征之路
,

弘扬长征精神
”

活动
,

沿着红军长征的

足迹
,

考察了
“

会理会议
”

遗址
、

皎平渡红军巧渡

金沙江遗址
、

彝海结盟遗址
、

冕宁县红军长征纪念

馆
、

红军文化广场
、

西昌烈士陵园
、

彝族奴隶社会

博物馆等历史遗迹
。

采访了当地长者
,

回顾难忘的

历史
,

体验了 70 年前红军克服艰难险阻谱写长征

壮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

有些同学还在金川县
,

茂

县
,

小平故里
,

华鉴山
,

邓睐石塔寺区等红色遗迹

进行了考察
,

既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

也体察

了四川人民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

的重大任务
。

也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史学教

育的目的
,

结合
“

四川经济
” 、 “

四川文化
”

等章

节
,

配合团委
“

服务和谐社会
,

提高思想政治素

质
” 、 “

保护庐山邓海
,

共创美好家园
”

等主题活

动
,

进行人与人
、

民族与民族
、

人与自然之间都必

须和谐才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

有的同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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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粮液集团
、

九寨沟资源开发
、

盐业博物馆
、

古城间中等
,

有的小组还利用地方史知识向当地

政府提出发展经济文化的对策
。

4
.

指导学生写出调研报告
。

开设 《怎样进行
田野调查》

、

《怎样选择调研课题 )
、

《怎样撰

写学术论文》 等学术讲座
,

并通过择优交流等形

式
,

由高年级同学向低年级同学示范交流
。

三 《四川地方史》 教学与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过程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
.

必须完成教学计划
,

且要与共青团工作与

时俱进
,

力求
“

双燕
” 。

做为专业课
,

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内容不能随意增删
。

但各个年度大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又有不同的主题
,

应根据其需要开设

不同的讲座和选修课
,

有所侧重
。

与党中央政治上

保持一致
,

与团中央布暑的任务保持一致
。

2
.

注惫安全教育
。

在专业课课堂和实践教学

过程中
,

布置调研任务时都要强凋安全教育
。

并对

学生的实践调研步骤
,

交通工具
、

路线的选择给予

指导
。

3
.

注重民族团结的教育
。

提醒学生注重了解

调研实践目的地民风民俗
,

了解当地民族习俗
,

民

俗禁忌
。

教育学生尊重民族习俗
、

宗教习俗
,

以免

发生误会
。

总之
,

我们认为
,

《四川地方史》 教学与大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教学不失为一种提高学生

素质又能效宏费省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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