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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地方史课程教学是新疆地区独特的思政教育课程。新疆方志内容丰富，将其应用到新疆地方史课程教学中，有助于
新疆高校学生从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中认识和解读中华民族与新疆各民族血脉相连的关系，也有助于高校大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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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新疆高校大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新疆地区历史，增强新

疆大学生“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的统一部署，新疆高校大学生全面开设了

“新疆地方史”思政课程。作为新疆“百科全书”式文献，新疆地

区方志内容丰富，尤以清代新疆方志为集大成时期，内容涵盖新疆

政治、经济、文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内容。因此，将新

疆方志史料引入到新疆地方史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不仅可以帮助学

生从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历史发展主脉中认识新疆的历史发展过程，

为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习实践提供帮助。还可以正

本清源，聚力凝心，让新疆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各族

民族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艰辛历程有一个直观认识，从而

培养出合格的屯垦戍边人才，扎根边疆、建设和边疆，为新疆的发

展做出应有贡献。 

一、新疆方志有助于认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历史管辖 
公元前 60 年，西汉统一西域地区，“自汉孝武始通其境”1，设

立西域都护管理天山南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

央政权都在新疆设治管辖。“历代君相力征经营二千余载。”2 如汉晋

时期设置有戊己校尉、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唐朝统一西域后，

设立安西和北庭都护府，“唐之安西，初治西州，后移龟兹，特为

羁縻外藩之所。”3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西域的管理，增强了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元代首次在西域设立行省，明朝则设

立哈密卫。清代椿园在《西域总志》中总结道：“（西汉）开张掖酒

泉诸郡，又使张骞寻河源，直至昆仑，厥后班超使西域，以之三万

六千人威服五十余国，遂命为都护以镇之。而西域始通于中国矣，

后历唐宋元明亦皆羁縻勿绝。”4 中再如袁大化言新疆自“元朔以来，

声气已通中国，舟车既至，著述斯兴，凡一千八百年间，史家所记

载，游旅所发明，见群书者无虑数千万言。”5 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

管辖史实多记录于《史记》《汉书》《钦定西域图志》等各类史籍文

献当中，充分表明自汉以来新疆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新疆人民和内地人民是血脉相连的。 

清乾隆帝收复新疆后，时正值《大清一统志》编修，西域统部

正式纳入到《大清一统志》的撰修范围，“乾隆二十八年，西域爱

乌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奇诸回部……开屯列戍，益广幅员，

因并载入简编，以昭大同之盛。”6 充分表现出了中央王朝将新疆地

区视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政府在充分考虑前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因地制宜”

的原则，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区于天山南北分别推行伯克制、扎萨

克制度、郡县等制度以管理新疆各地。如在回疆地区，中央政府施

行伯克制度，由参赞大臣统辖地方事务。官员管理相关事务皆有详

细记载，如对喀什地区的管辖，《回疆通志》载：“参赞大臣一员，

乾隆二十五年安设，三十年，移驻乌什本处，改设办事大臣，五十

二年，仍由乌什移驻喀什噶尔总办八大回城事务，协办大臣一员，

专理本处及英吉沙尔事务。”7 此外，志书对“回务”项中所列最为

详细，分别介绍了伯克制度和回务运行机制。对当地伯克拣选，也

是相当严格，“八城伯克缺出，如该处有堪胜任者咨送本处拟定正

陪奏请补放，乾隆二十八年准军机议定，补放伯克条例，内开各城

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总理本地一切事务责任基重，应照内地回

避本省之例由各城拣选，奏请调补升用。”8 对伯克升调的准则进行

详细说明，确保赏拔公正。又如巴里坤官制则设“领队大臣一员，

驻扎会宁城；笔帖式一员，委笔帖式二员；镇西府一员，驻扎汉城；

经历一员，乾隆三十八年裁，安西府经历改设；教授一员，乾隆三

十八年裁，安西府教授改设；宜禾县知县一员，乾隆三十八年裁，

巴里坤理事通判改设；训导一员，乾隆三十八年裁，内地灵台县训

导改设。”9 从方志中不仅可以看出各地职官设置的不同，也可看出

政府对各地职官调整改设情况。 

清政府还按照内地管理模式，派流官管理新疆，流官任期多以

三年为期。离任官员离职前必须与新上任官员进行公务交接，而地

方志将目前衙门中所存相关军政、人民等相关资料一一详细记录在

案，为官员交接起到了“备忘录”的作用，使得接任官员即可以快

速了解所辖之地钱粮人口、军政事务的具体情况，也可让候任官员

快速熟悉当地公务不致延误政务。 

此外，还有直接服务行政事务的“事宜”史料。清代新疆方志

的编修达到了顶峰，其较于内地方志而言，资政功能尤为凸显。新

疆方志中存在“事宜”类史料就是直接服务于地方官员行政事务。

“因多办事则例，为地方官员尽快了解当地各类事宜，有序管理地

方提供了重要参考。”10 使莅任官员不会因为档案过多，不能及时搜

检相关案例，导致迁延公务。如《孚化志略》所载“钦宪条奏章程，

皆为因时制宜之要事，事虽有册案可稽，然每遇仿照成案之事，往

往因档册过多，一时未能检出，殊非慎重。”因此，将“公事分编

门类，汇集成书，凡遇检查成案，开卷 璘如指掌于应办之事，立见

准绳，实有裨益。”11 方志的编修可使莅任官员查照以前办事之成规，

有所沿用，从而规范了工作秩序，提高了办事效率，确保政务畅通。 

二、新疆方志有助于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与民
族观 

新疆志书编修传统虽然较晚，但是志书皆为清代收复新疆后进

疆官员、文化名人等所著录，他们视新疆为国家之一域，由志书编

修入手，从实践层面将新疆置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加以描录，以

确保边疆安全稳定。近代新疆，边疆危机严重，深受外国列强的蚕

食，“道光二十六年，俄人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城，治哈部，中国官

吏无过问者，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

狡启戎心，咸丰九年，因四国构和，议及疆事，遂约以常驻卡伦为

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百里而朝廷不知也。”12 加强对方

志的引用，有助于牢固树立学生的国家观、历史观与民族观。 

乡土志书首要功用便是教化功能，回疆乡土志中专门在耆旧录

中记载少数民族领袖为维护回疆和平稳定做出的不懈努力，可为高

校学子树立爱国榜样，对在高校中宣传与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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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与民族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章学诚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

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冽冽，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

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

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13，人

物记载是地方志的精髓，是“志中之志”。人物志的记载主要是为

了“励风维俗”，树立一方表率，“传述忠孝节义”。清代慕璋亦言 “是

编以保守边疆，发扬民气为宗旨。”14 杨丕灼云：“是在官此土者，

奉令承教，开万世之利，扩四端之义，由渐而知尊亲教养，无膜视

隔阂之意，化 璘 璘而同游熙嗥。”15 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方志教化功

能的重视。 

清代新疆地方志编写人物志时，多选择爱国卫疆的人物加以详

细表述。如《阜康县乡土志·兵事录》记载了王者彦为反对分裂分

子，维护新疆社会安定的英勇事迹。同治初年，妥得璘从甘肃潜伏

出逃到新疆，勾结乌鲁木齐提标中军索焕章等人，煽动当地民众叛

乱，索焕章部下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受其蛊惑，占领库车、喀喇沙

尔等城池，当时葱岭南北时局皆为动荡，而平叛大军尚在关陇地区，

新疆处于全面空虚状态，故给叛乱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治三年

（1864）八月十七日，阜康县城失守，知县裕厚挟眷逃跑。而“王

者彦者，其父晋人也，生者彦于县属之济木萨。济木萨城陷，全家

死难，者彦独身偕义结之魏鸿钧、孔才、张和、督各团长马精保等

驰人南山兴隆渠，据险抗贼，附者日众，遂出壮杀贼。奇台知县恒

世龄、济木萨县丞恩荣等闻者彦有能战名，皆相帅要者彦克复所弃

城。者彦以阜康实乌鲁木齐之锁钥，阜康不下，则北庭无捍卫，乃

授方略于孔才、张和，率马精保等伏奇获胜，歼逆贼沙尔赛，遂复

阜康城。”16 面对分裂分子，王者彦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却舍生忘死，

充分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忠勇精神。 

作为小学教材的新疆乡土志也收录了诸多爱国人物，他们抵御

外辱、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为边疆的安全稳定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奇台县乡土志·政绩录》中关于勤政爱民

事例知县郭凤贤，“系巴里坤镇西人，是时戎马仓皇，户众逃亡殆

尽，兼之大兵云集，待食孔殷，郭凤贤招集流民，安插耕种，并发

给牛、粮、种籽，是秋收成丰稔，军民赖以相安。又光绪八年，古

城满营协领魁庆系正红旗人，捐廉创建六旗义塾，立惜字社，并疏

渠道，平路途，葺桥梁，瘗枯骨，恤贫民，满汉咸称之曰‘善人’。”
17 

新疆各民族为维护新疆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回疆通志》

中就列有额贝都拉列，额敏和卓列、鄂啰木咱卜、丕尔敦列、鄂对

等二十余位维吾尔族伯克传记。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均为维护国

家统一，新疆和平稳定立下汗马功劳，有的人物之画像还被列入紫

光阁，给予其至高荣耀。如额敏和卓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

“诏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

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18 霍集斯亦诏

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奉元戎檄擒达瓦齐，稍后观望，旋迎我

师，同大军进，被围黑水。回部望族，居之京邸时辅国公和什克额

色尹，一等台吉玛木特图尔都哈什木，二等台吉阿布都尔玛，三等

台吉帕尔萨等先后入觐，诏留京师，统隶蒙古正白旗，视应得俸银

给禄米资赡……”19 紫光阁作为乾隆皇帝收藏功臣画像，展示武功

的“军功纪念馆”，是弘扬清代“尚武”精神之地，只有有功勋伟

著者才能入选，额敏和卓等少数民族领袖入选一方面可以在举国范

围自上而下树立建功立业的典范，具有道德训鉴功能，为当代臣子

树立了一个极佳的典范，也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反映，不仅激励当代

臣子的建功立业之心，也激励后人为江山社稷作出更大贡献。20 另

一方向，也体现了乾隆帝对于新疆的重视，深刻体现了边疆地区的

和平稳定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贡献是不可

磨灭的。 

另有关于少数民族妇女的爱国事迹得以记述。《莎车府志》载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二月，乌什分裂分子阿剌布图派遣其党羽潜

入叶尔羌，煽动妇女动乱，叶依木当时和其子鄂斯满在库车，听到

消息后，星夜兼程抵达叶尔羌，“置酒，尽召诸阿洪回目，责以大

义，陈其利害，复使回女歌舞侑酒，而阴遣人收其兵器，且尽纵其

所乘马，驱牧百里外，人心乃定，夫人臣食禄天家，鞠躬尽瘁，贼

固宜然，今以叶依木一缠回中之妇女，忠堪佐治，才可弭戎，彼必

亡，索焕章、妥得 璘视之，当无愧恧无地矣。吁！大可风也。”21 记

述虽简，但可以看出作为少数民族女性代表的叶依木，为维护回疆

地区稳定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以上新疆方志材料可以看到，新疆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同仇

敌忾，共同抵抗民族分裂与外来侵略的史实。这有力的表明新疆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为维护新疆和平稳定均做出了伟大

贡献。 

三、新疆方志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与宗教观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自先秦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

地区，也是多元文化汇集之地。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的

组成部分，于中华文化中吸收养分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壮大贡

献力量。我们可以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结合新疆方志材料，清晰中

原文化在天山南北得到高度认同的历史史实。 

我们知道，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文化交汇区，历史时

期宗教信仰文化也表现出多元共存的特点。如考古成果揭示新疆地

区在先秦时期流行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秦汉以后，

祆教、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传入到了新疆；五

代宋辽金时期，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虽对当地宗教格局及其演变产

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改变新疆多教并存的格局和交融共生的

宗教关系。元明时期，新疆除了佛教、伊斯兰教外，还有萨满教、

道教、景教、天主教等。 

清朝时期，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特点更为突出。如《回疆

通志》中吐鲁番建置中讲到吐鲁番有“万寿宫一座，城中央建；钟

鼓楼一座，正北建；关帝庙一座，春秋致祭；风神祠西郊建，龙神

庙春秋致祭。”22 足见内地民间信仰在新疆地区同样盛行，改变了

以往认为清代新疆地区均信仰伊斯兰教的错误印象。此外，该志“仪

制”目中载，伯克逢节庆皆要与地方流官一起在道教文化的活动场

所—万寿宫进行相应礼仪活动：“ 一，每年元旦，大人率百官、伯

克诣万寿宫，朝贺行礼。一，每年八月十三日，万寿朝贺，大人率

各官、伯克诣万寿宫朝贺。一，每年长至节，大人率各官、伯克诣

万寿宫，朝贺行礼。”23 维吾尔族人民对于道教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生动的体现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温宿府乡土志》“祠庙”目载“万寿宫在本城内南向，文庙

已禀准请款修建，正在购办砖料，拟明春兴工，社稷坛、神祗坛均

在本城南门外半里，武庙在本城内南向，城隍庙在本城内南向，龙

神祠在本城南门外里许南向，刘猛将军祠在本城南门外里许南向，

方神庙在本城内南向。”24 其中的方神庙主要是进行方神崇拜，此为

民间宗教信仰，主要流行于底层民间。“方神”主要指那些生前正

直，为民请命，慷慨赴义，死后被当地人奉为神明，凡疾病、急难、

水火、虫荒，祷之者辄奇应。方神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庙祀遍

布新疆，被汉、维等各民族所信仰，神迹根据由喀什等平定叛乱的

战争故事组成，它和城隍庙、定湘王等，代表了清末原生性宗教的

三种基本形态。25 如《温宿府乡土志》中的方神庙来源，方志记载

为黄定厢于道光六年“换防喀什，时张格尔乱，堵堤淹城。公慨然

泅入水中，堤决水退，阖城军民咸庆再生。26 万寿宫、方神庙、文

庙、刘猛将军庙的修建和祈福，也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对于新疆安

全稳定的愿望。 

新疆方志中保留有大量新疆各民族在宗教信仰层面交往交流

与交融的鲜活例证，有力的证明了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的阐明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要不断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坚守中华文化之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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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职能职责也缺少专门标准的评审机制，过于重视对辅导员的使

用，而忽视其培养发展，尤其是在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辅

导员所承担的责任多且复杂，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上的不平衡、

不满足，对自身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迷惘，自身认同感较低，陷入

茫然的困局，导致工作积极性下降、工作态度的懈怠。[2] 

三、疫情期间高职辅导员的情绪疏导途径 

（一）熟悉防控政策，摆正自身定位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辅导员要适度关注疫情信息，主动减

少焦虑和压力来源，每天关注疫情信息不超过一个小时，尤其是休

息前少看或不看疫情信息，提高休息的质量，缓解疫情咨询带来的

压力。同时建议浏览官方、权威机构发布的、信誉度高的资讯，掌

握正确完整的信息有利于稳定自己和学生的情绪，正视自己和学生

目前的具体情况，认真对照政府发布的防控措施，积极配合，做好

规范的防护措施，相信国家和全社会的抗疫能力，正向意念，为自

己带来安定的力量，更能保护自己。在做好学校所安排的疫情防控

管理工作的同时，也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与其他教师或朋友进行

交流，为学生客观解释学校所采取的防控政策和措施的意义和作

用，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形成相对轻松的工作状态，不被学生

的消极情绪所影响。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不

良情绪，及时与其他教师、朋友等进行交流联系，找到倾听者，疏

解自身的焦虑和压力，得到来自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也可以减少工作

方面的消极影响，更好的投入到后续工作当中去。 

（二）加强心理培训，强化自身素养 

高校辅导员大多不是心理学科班出身，虽然经过短期的心理学

岗前培训能应对简单的心理问题，但是面对复杂琐碎的工作状况，

还远远不够。因此，高校思想队伍建设应做好辅导员心理健康方面

的培训工作。一是在辅导员在教师培训进修体系中增加心理健康方

面的知识。二是通过心理测评体系让辅导员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状

况，针对辅导员所共有的心理问题高校进行集中研究，从统筹全局

的视角采取专业性方式帮助辅导员解决心理问题。而对于辅导员的

个性问题，则通过安排专门的心理辅导人员进行针对性的辅导，让

各辅导员能够根据自身存在的问题，调整学习，改善自身心理健康

状况。[3]三是辅导员自身要加强自我学习，提高心理素质，正确认

识压力并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教育环

境发生变化，社会和学校的期望要求也发生变化，对此辅导员要积

极适应这种变化，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心理调控方法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宣泄方式来调整心态和情绪。 

（三）强化“三全育人”理念，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 

高校要梳理好各部门间的工作关系，强化“三全育人”思想观

念，尤其是全员育人理念，明确辅导员工作职责，真正发挥辅导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职能。高校的全体教职工都是育人队伍中的一

员，专职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安保人

员都应从自身做起，担负起育人重任，而不是将与学生有关的事务

统统推给辅导员，尤其是疫情期间，各部门更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

理清自己在疫情方面工作职责，制定明细的可操作的流程，相互合

作相互配合，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相互甩锅，导致一个问题反复

咨询、重复劳动，增加辅导员工作厌烦情绪。实践证明，人类具有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社

会适应能力就会增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是对人际关系的

适应。因此，构建良好的校园人际关系，消除人际关系的障碍因素，

营造良好的团体心理气氛，是维护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提高工作

效果和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 

（四）充分利用“双因素”理论，创造有利于辅导员发展的环

境氛围 

一是保证“保健因素”的正常实施，提高辅导员满意度。学校

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相关的规章制度，为辅导员性理清工作职责范

围，安排好阶段性的工作计划、常规性的工作计划，保证辅导员的

工作能够按照明确的制度规定规范化的开展。基于疫情常态化防控

的背景，在制度建设方面学校还要针对疫情突发情况确定相应的应

急处理方案，辅导员提前对突发事件的可能情况做到心里有数，并

形成相应的心理预期，从而在真正发生事情后可以更加冷静沉着的

应对处置，避免疫情事态的扩大或失控，如此也可以保障辅导员的

心理健康。[4]此外，在薪酬和福利待遇方面，尽量与其他高校辅导

员及本校其他教师水平相当，做到同工同酬，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

环境。二是从分利用“激励因素”，激发辅导员内生动力。高校要

合理运用物质与精神奖励的手段，以调动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增

强他们的荣誉感、自豪感。同时客观地评价辅导员的工作表现和绩

效，畅通辅导员的岗位的晋升渠道。树立民主、平等的观点，，营

造一种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宽松的心理氛围与和谐的人际环境。 

（五）做好职业规划，缓解未来发展压力 

高校在教师管理中应将辅导员纳入专业教师培养范畴，针对辅

导员的工作设定相应的统一标准进行全面评审，让辅导员感到职业

认同感，增强其自我认可，从而更好的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在此基

础上高校还要为辅导员做好职业规划、明确发展方向，梳理辅导员

在不同阶段、不同情景下的任务职责，使其朝着职业发展目标有目

的的完善自己、提高自己，不断成长、强大，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素养，从而可以避免其产生茫然和无助的心理，缓解职业发展压力。

另外，高校应构建梯队形的辅导员培养规划，按照辅导员的教学管

理经验、阅历和专业能力等划分不同的层次，依次给予适当的职业

培训和教育，并积极组织辅导员教学工作的研讨交流会议，让阅历

丰富的辅导员向年轻辅导员讲授经验、提供工作指导，如此激励高

校辅导员主动成长、发展，在内化他人工作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形成

自我的发展规划，清晰把握自己的职业方向，并自觉为之而努力、

改进，当职业岗位上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自然也就会减轻心

理上的压力和困扰。 

（六）重视自我关照，排解日常焦虑情绪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辅导员所面临的职责任务是非常多

的，投入到工作中时常常忽视自我感受，虽然承担较多压力并出现

焦虑情绪，但依然将工作任务视为重点，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对工作

效率和质量产生影响，容易出现工作差错，而且还会加重心理健康

问题。对此，高校辅导员需充分认识到自我关照的重要性，学会关

注自己的情绪、心理等，做好情绪管理、排解日常焦虑。对日常工

作进行合理安排，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工作规划梳理，定量完成日常

工作，在工作之余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能够放松身心的事

情，让工作和生活保持均衡协调，减少心理问题产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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