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其他材料 

 

对《区域社会史导论》课程教材的评价 

 

 2018 年，《区域社会史导论》课程“教研相长七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及

社会很大反响，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对课程系列教材进行了诸多

报道，普遍认为：本课程在全国首创区域社会史导论课程体系与“走向田野与社

会”的教学研究理念，突出实践育人的特色，培养与增强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以及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教学实践中，通过“校园—田野”两个课堂的

互动、“教研相长”理念的贯彻与落地，充分彰显了本课程增加教学深度，这一

系列教材是目前国内首套体系完备的高校区域社会史教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虞和平认为，《区域社会史导论》课程

“教研相长七书”作为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有助推动教学研究的深入。“优

势学科如果没有研究做后台也很难成为优秀学科，只有与研究很好的结合，这个

学科的教学才能在全国具有一定的领先力。”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谈到，回顾三四十年前，社会上建立很多基地、

中心、研究所，各个学科都在蓬勃发展，但是对于社会史领域研究却是很少。山

西大学四代人持续从事社会史学科事业难能可贵。《区域社会史导论》课程“教

研相长七书”让读者对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山西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李长莉谈到，整套书用

“教研相长七书”统和起来，出现一个新的面貌。这确实是一个团队三十年长期

积累的成果的集中展现，从第一代乔志强先生的白手起家，到第二代领头人行龙

教授，立足于山西区域社会史领域的开拓，使山西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位居前列。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认为，作为社会史研究来讲，其教学和研究不仅

仅是在课堂里，不仅仅在书斋研究，还必须在田野中教学，这样我们的历史教学



才能对现实有作用。在教学上短期内还不能放弃“师傅带徒弟”的风格，“手把

手”的传授经验。教什么、研究什么，不仅仅是讲理论和概念，而是要结合学生

生长其中的生活，教学生从生活当中悟出的道理，这是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杨念群分享了两点看法：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

史》一书的脉络，包括方法等都是非常大的总结性成果，具有鲜明特色。《中国

近代社会史》属于结构功能的方式，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难

点在于如何避免同质化。如何把仪式文本的地方性与普遍意义上的问题关联起来，

是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认为：所谓教研相长，是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研

究，在研究中进行教学。学生在学习中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进行学习，形成相互

合作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此套丛书均为典型的教研相长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

学有师承，继往开来。从这七书以及其他出版的成果来看，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

非常突出师承的脉络，达到一以贯之的高度。每一代继承前辈的同时，也有博采

众长。 

 

虞和平，陈锋主编的《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第一辑）中《七十年来中国

区域社会史研究扫描：以综述性文献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方面

评价道：对于所谓“华北学派”的期待，不如还是先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共同体

建设开始，学术新人的培养可能为华北研究提供更大的上升空间。以山西大学中

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例，经过二十余年的韬光养晦，其终成一支在区域社会史领

域掌握话语权的、极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科研团队。其近期出版的《教研相长七

书》，从区域社会史的理论到实践，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模板，为在区域社会史领

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范本和教材。而其早期拍摄的国家精品课程《区域社会史

研究导论》，也已经成为许多院校学习的典范。或许这正是中国区域社会史前进

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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