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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是物质的遗存。考古学作为

广义历史学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

可分割的。历史的原貌正是通过考古学与历史学二者的相互印证

而得以证实的。所以，考古发掘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发掘的成

果，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和科学的研究，才显示出其真正

的历史价值。鉴于考古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新疆大

学历史学院从2013 年开始就为历史学专业学生开设了“考古学

概论”这一课程，旨在使学生能够对考古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

了解，通过考古学课程的学习，培养历史专业学生能够通过考

古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古代社会的能力。

本文就新疆大学历史专业的开设考古学概论课程以来的一些

教学经验，初步探讨如何在历史专业教学中导入考古学理念与研究

方法。历史专业设置有中国史、世界史、专门史（地方史）三个方

向，考古学概论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历史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由于基

础课程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使得学生的关注与兴趣点存在差异，因

此在授课中主要针对学生的专业方向和兴趣内容进行设置。

1　教学内容

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共同组成广义历史学，他是中学历史教

师知识结构必要的组成部分。[1]针对中国史方向的学生，从夏商

周、秦汉、隋唐考古发掘调查的成果入手，通过实物资料深入了

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国史方向的学生主要学习和研究

的内容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同朝代的社会环境、不同朝代之间

的关联等等，而考古学的发展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历

史物质基础，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夏朝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封建集权式时代，结束了“公天下”的统治局面，商朝是继夏

朝之后的又一个封建王朝，研究夏商两朝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意

义重大，但是有关两朝的文献资料较为有限，阻碍了我们对夏商

历史的研究。幸而，考古学家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冈遗址及

殷墟遗址等为我们研究夏商历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物质支持。

夏朝是我国封建王朝文明的开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字

记载，所以很多国外的学者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二里

头遗址的发现，才使得夏朝的存更具说服力。我们在二里头遗址

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庙宇宫殿以及宗教祭祀区域，从宫殿这一建筑

来看，与民居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是当时通知阶级所居住的地方，

可见在夏朝时期朝廷已经形成；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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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青铜礼器，而且这些铜制品是在当时通知阶级的墓葬中被发

现的，底层百姓的墓中则未见发现，可见使用青铜器是当时塔尖

社会的特权，同时也证明在当时，我国已经进行了封建王朝时期；

同时，我们还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酒具，可见当时酒已经被人们

发明出来，且从酒具的制式来看，饮酒已经在当时的社交场合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酒文化的存在意味着，夏朝文化并非是在短期

内形成的，而是在此之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就已经形成。除

了二里头遗址之外，二里岗遗址、殷墟遗址都体现除了我国封建

王朝的特质，并且三个遗址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关联，可见夏

商周三朝之间的文化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断代，反而在王朝

的更替中得到了升华。总之，从夏商周时期的三个遗址来看，当

时社会已经形成了王朝制度，礼仪制度具有一定的流程及规范，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此时形成与出现。

秦朝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秦王嬴政统一了六国分裂的局

面，建立了更为统一的国家，嬴政本人也号称始皇帝，我国第一

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终于出现了。秦汉两朝时期，我国局

势较为稳定，战争较之前大幅交闪，因此在农业和工商业等方面

都取得了质的飞跃，我们迎来了过时强盛、经济发达的社会，在

这样的盛世之下，我国的文化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现如今的鲜羊城遗址、长安城遗址、秦陵、汉陵、宏伟的长城以

及蜿蜒的丝绸之路，都是当时经济发达，文化强盛的见证。

隋朝的出现结束了汉末的动乱局面，为大唐盛世的开创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长安城遗址遗址的发掘，让我们见识了隋朝都城

繁华的印迹，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当时社会城市的布局。

为我们研究隋唐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物质资料，也对历史上

对隋朝的记载有了历史实物印证；洛阳城遗址则让我们见证了唐

朝盛世的繁华，通过对比两个遗址的特点，我们也寻找到了隋朝

与唐朝之间的过渡与演变。在唐代墓葬中出土了瓷器、金银器等

物品，从随葬物品的形式来看，部分为宗教用品，可见当时佛教

在我国唐朝较为盛行。

世界史研究方向的学生也需要对考古学进行学习和了解。中

国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史研究方向的学生除

了需要对中国史进行研究之外，还要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

间的关系。三星堆遗址的挖掘为我们进行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

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人物形象与其他文明有

着较大的区别，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有类似之处，可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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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中国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我们从商代的殷墟遗

址发现了大量工艺精美的青铜器，可见在商朝我国的冶金技术已

经十分成熟；我们在唐代遗址及墓葬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异域

珍品，可见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唐代与其他国家之

间的交流。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唐代的都城长安，它的

重点则远在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的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终点

从斯里兰卡岛最终延伸到了波斯湾地区。两条丝绸之路促进了中

外之间的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并在文化上互相影响，使当时

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产生了更为紧密的结合。

我国高校中专门史方向的学生也需要对考古学进行学习，总

之，历史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持。新疆地处我国边疆地

带，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对新疆历史进行研究能

够促进我国整体历史发展的研究。我国考古学在新疆的发现包括

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高昌古城。交河故城是我国著名的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世界上保存的最完整、最古老的生土建筑城

市，两千年以来我国对该都市遗迹保存的非常完整，而交河故

城也是我国唐朝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庭故城在唐

代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的整体格局呈“回”字

形，有内城墙，外城墙，内外城池都较为险要，坚固。在北

庭故城我们发现了瓦当残片、淘气残片等遗物。高昌古城位于

现在新疆吐鲁番市动面的三堡乡，在汉代高昌古城在吐鲁番地区

属于中心城市，高昌古城遗址除了包括内外城之外，还有统治

阶级居住的宫城，在唐朝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带。交河故

城到高昌古城之间的变化与联系，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化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考古学理念的导入

2.1考古学认知

这里所说的考古认知就是从考古的实物资料角度还原历史的

本来面貌。我们知道考古学的认知对象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文化遗

存，通过对地上地下文化遗存的研究，可以发现人类起源与古

文明的产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在授课中仅仅讲授纯学术的

结论 ，是不会引起学生太大的兴趣，而对于遗址、墓葬以及

出土器物的认定过程，才是能引发学生兴趣的问题 。这样的认

知过程是发现历史 ，是从证据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历史的。因

此，在教授过程中引导学生产生联想，将这些问题穿插在考古

解读的过程中，既能激发学习兴趣 ，又能培养问题意识。

2.2历史考古分析

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分析，采用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可

以分析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 ，进而进行比较研究。考古学一直

不断地在为史学研究提供营养和拓宽视野，殷墟的发掘、陶鬲

的研究将地下新材料从文字扩展到非文字 ；居延汉简的考古学

研究不但充实了历史学所重的屯戍制度史研究，而且从埋藏环境

和各类遗存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更全面的汉代西北屯戌史信息：对

用鼎制度的考察廓清了《周礼》所记制度的模糊不清，通过用

鼎随葬的实际情况 阐明了周代礼崩乐坏的具体进程 ：通过隋

唐两京城市布局的研究总结了城市形态演变的规律，将对都城史

的关注扩展到普通城市：石窟寺的考古学研究扩展了历史学和美

术史的佛教美术研究视野。

3　实践性教学

3.1实地考察

以往的教学实践中，由于缺乏普遍适用的教材，各高校各

自的学术传统以及授课教师专业知识程度的差异，导致各个高校在

"考古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上千差万别.[2]除了课堂教学之外，

为加深课堂教学的效果，为学生提供对出土文物的直观认识，定期

组织学生去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参观，并

且去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整理室、修复室、绘图室、技术

室体验器物修复过程、亲身感受电脑模拟的考古发掘场景。

3.2实习基地

时代呼唤着高校历史教学的改革，时代呼唤着学生主体意识

的回归， 如何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成为高校历史教

师进行教学研究的着力点。[3]依托新疆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

资源，历史专业的学生大三下班学期便会去各个实习基地进行实

习，历史专业的同学通过身临实地，可以切身感受到考古发掘

的全过程，直观的了解墓葬、遗址等堆积单元的形成过程，对

考古学概论中的地层学、类型学概念有了明晰的认识。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教学，“考古学概论”教学效果明显，

授课的历史专业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考古学的基本概念，而且

在历史专业的基础上初步具备了在分析、研究中，利用考古学

的知识和视角来研究历史的能力。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更希望能招揽综合能力强、

实践能力强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人才，那么教师就要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历史专业中考古概论课程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等方面做出改进和创新，以期满足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求。

在历史专业学习中，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

须依据真实的历史数据来开展，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毕竟是有限

的，要想更加深入的对历史学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古学做出一

定的辅助，通过考古发现提供更多的历史物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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