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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加丰编著的《史学理论与中学历史教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辑讨论史学理论及中学历史教学
中的一些问题，是在为教育硕士（历史方向）开设的《当代史学评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目的是
使中学历史老师了解20世纪中外历史学发展的概况，理解和掌握20世纪里人类在历史学方面取得的一
些重要成果及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加以运用。
第二辑收录的文章均属笔者对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或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看法。
笔者的初衷是希望这有助于提高中学历史老师的历史素养，或加深他们对中学历史教材中相关重要问
题的认识。
其中有少数文章写于10多年前，但所论述的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书末的附录，是与《解放日报》记者就《大国崛起》热播展开的问答，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与当前
的历史教育有关，所以也一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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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辑 当代史学评介
　1.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回顾
　2.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轨迹
　3.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理解与联系
　4.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

　5.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
　6.现代化理论与全球化理论
　7.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道路理论问题
　8.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9.比较史学：我们怎样比较
　10.精神史
　11.社会史
　12.现代化时代，中学历史教育应该削弱还是应该加强？

　13.我国历史教育面临的几个深层次问题
　14.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爱国”与“卖国”之争
　15.全球观与世界史教育
第二辑 重要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解读
　1.500年来人文精神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政治前提问题
　3.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动因问题
　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
　5.我们怎样看待世界经济危机
　6.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几点经验
　7.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问题
　8.现代化与退化
　9.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矛盾
　10.说史也要“以人为本”
　11.什么是创新？

　12.世纪末的恐惧及其他
附录：《大国崛起》热播昭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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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社会的人口状况及其历史。
人口变化对于说明社会变迁有重要意义，反过来，社会变化对人口的发展变迁同样有重要意义。
对人口及其构成的研究是认识社会整体结构状况的基础。
人口问题与许多重大的历史或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如城市化、现代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职业结构和文化素质、人口流动情况等。
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困化、农民与农村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等也都与人口问题密不可分。
 （2）家庭、婚姻和宗族关系。
家庭和婚姻的模式是社会结构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社会结构模式的重要切人点。
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差别首先表现为婚姻家庭模式的差别。
原始人的婚姻模式、西欧中世纪的婚姻模式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模式就能典型地说明这些社会的区
别。
中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实行长子继承制，青年人满18岁后必须出外谋生，只有具备独立的生活能力和
结婚条件后才能回家成婚，婚龄往往在25岁以后。
在旧中国，新婚夫妇一般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过着一种大家庭的生活模式，同居共财，个人是否具
备结婚能力对结婚并不重要，因此早婚盛行，民间有“13（岁做）娘”、“14（岁做）爹”之说。
不同的婚姻模式严重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西班牙人往美洲扩张时，领头的大部分是没有继承权的贵族的非长子。
宗族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实际上是一种“大家庭”的关系。
宗族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看远的，单看明清以来的徽商就可知道，他们都是以宗族关系为纽带
而发展起来的，其对经济社会变迁及对群体文化意识和社会心态结构的影响难以估量。
 此外还有：社区历史研究，可细分为区域社会史、城市社会史和乡村社会史等；民族社会史研究，主
要是指历史上各民族的社会史、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相互吸收和相互促进；社会阶级、阶层
的历史，包括历史上各阶级、阶层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流动的情况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以上各个方面，都特别注重对下层社会的研究，因为这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2.社会生活史，或称日常生活史。
指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过程变化的历史，是研究人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行为
准则、方式和结构的历史。
它大体分为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及人际交往方式，研究这些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和演变，可以揭示人类社会行为的特点、形成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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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学理论与中学历史教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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