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史学史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470
字 数：500000
印刷时间：2011年04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040312119



编辑推荐

div style="word-break: break-all; word-wrap: break-word;" id= "bjtj"> 

     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就是以中国史学为对象，按
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由瞿林东
编著的《中国史学史教程》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
同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
社会上的影响。

 

内容简介

     由瞿林东编著的《中国史学史教程》是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所撰写的中
国史学史教材，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近年来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在同
类著作中，《中国史学史教程》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贯通古今，其内容上起
先秦，下迄当世，突出了作为历史学自身之历史的相对完整性。二是脉络清晰，其结构
包含古代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古代史学的全面发展、古代史学的繁荣、古代史学的
总结和嬗变、近代史学的兴起、近代史学的演进、现代史学的深刻变革和历史学的理论
建设，以及中国史学当前主要趋势，这一纵向结构力图彰显历史学自身“彰往察来”的
功能和意义。三是史论结合，其表述形式是在阐述史学发展史过程中，就前人对历史的
认识或对史学的认识，提出并阐述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有助于增强读者的问题意识和
对理论探讨的兴趣。《中国史学史教程》内容充实，重点突出，文字流畅，也适合于史
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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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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