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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底蕴深厚。改革开放后，老一辈世界史学者为本学科发展作出了前驱性贡献。

2011年，世界史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未能抓住这一战略发展

机遇。十三五期间，在学校、学院领导的重视和学科团队自身努力的情况下，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人才引进、科研攻关、课程体系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这也是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团队努力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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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world history scholars made a pioneering contri-
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n 2011,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was adjusted to 
a first-class discipline.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of Anhui Normal Univer-
sity failed to seize this strateg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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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of the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discipline team,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alent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curriculum system reform, interna-
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and so on, which is also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team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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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史学科是安徽师范大学传统优势学科之一。早期办学过程中，唐德刚、李则刚在此教授“西洋

通史”“世界文化史”等课程。改革开放后，陈正飞、光仁洪等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了前驱性贡

献[1]。参与组建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世界现代史专业委员会，还亲自担任中国二战史研究

会或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负责人。20 世纪 90 年代，管敬绪、汪宏玉等世界史学者继承传统，在世

界史研究方面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望，形成了自身特色。2011 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历史学门类

下由“历史学”一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必将对整个中国历

史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2]。但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错失了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契机。

十三五期间，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人才引进、课题立项、科研公关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与同类师范院校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十四五期间，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必须迎头赶上，

在学科各方面建设上作出一定成就。 

2. 安徽师范大学学科团队现状 

团队师资情况。目前世界史教学团队成员共有 22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10 人。博

士生导师 4 人，硕士生导师 10 人。59~55 岁 3 人，55~50 岁 3 人，50~45 岁 3 人，45~35 岁 5 人，35 岁

以下 8 人。成员具有博士学位者 21 人，多毕业于全国知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

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世界史专业。外籍教师 2 人。其中 1 人为“安徽师范大学教

学名师”。4 人为全国性学术团体理事，其中 1 人为常务理事。从现有师资整体情况看，50 岁以上教师

所占比例将近 30%，其中 3 位教师即将退休，而这 3 位教师都具有高级职称，教授 2 名，副教授 1 名。

45 以下中青年教师所占比例将近 50%，其中具有讲师职称的占 85%。由此可以看出，50~45 岁的中青年

学术骨干所占比例较低，这非常不利于学术的“传帮带”。另外，世界史师资没有省部级人才称号，且

不说“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等人才称号，遑论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等称号了。这对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接下来的博士点申报以及第六轮学科评估极其

不利。 
教学研究情况。世界史教学团队为安徽省省级教学团队，目前承担全校通识教育课程《西方文化要

义》《西方古典文明》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世界史团队目前拥有《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

《当代国际关系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方文化史》《西方社会史》7 门省级精品课程。

解光云教授和曹升生教授主讲的《外国历史文选》《世界古代史》课程获省级教学示范课立项。解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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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编的《西方古典文明论稿》获批安徽省精品教材建设项目。近几年世界史教学团队已公开发表有

关世界史教学论文近 10 余篇。 
解光云教授获安徽师范大学“课堂教学优秀奖”。近年来，团队解光云、韩家炳、曹升生、奚庆庆、

张士昌等老师指导的学生获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培育计划立项近 20 余人；2 人获全国科普研究计

划资助；获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创业计划资助近 30 余人。解光云、徐尚平指导的世界史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多次代表学院、学校参加全国师范生技能大赛，斩获一等奖、二等奖多项，解光云、徐尚平老师多次

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光荣称号。虽然在教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世界史团队至

今没有获得安徽省教学成果奖的立项，即使是三等奖也没有获得。 
科学研究情况。第四轮学科评估时，世界史团队在科研方面表现差强人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

仅有 2 项，1 项为青年项目，另一项为一般项目，没有重点项目，总经费 35 万元；在 CSSCI 刊物上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仅 10 篇，级别低，数量少，人均不到 1 篇；专著出版独著数量为零，仅有 1 部译著出版；

省部级科研成果奖的数量为零。以上种种情况导致世界史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几乎“全面败北”。

在吸取前面深刻教训和经验的基础上，世界史学科在人才引进，方向凝练以及科学研究方面采取一定措

施，在第五轮学科评估时有了较大进步。世界史团队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突飞猛进。目前在研的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 9 项(含重点 1 项)，教育部、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 10 项，立项经费近 230
万余元。近年出版著作近 10 部，在全国重要期刊杂志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其中 CSSCI 及以上

论文近 30 篇。不过，世界史团队在省部级科研获奖方面还几乎是空白，只有奚庆庆老师参著的《钓鱼岛

问题文献集》于 2019 年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3. 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团队建设路径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遵循学校“三名工程人才”(“名师、名校、名作”)原则，通过“内培外引”建

设高水平师资队伍。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到名校、名所、名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鼓励青年教师申报国家

留学基金委的各种项目。以世界史学科申报博士点为契机，成立学院“升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世界

史学科现有人才队伍状况不足的状况，加紧、加快世界史学科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

术骨干等人才引进工作[3]，五年内引进具有副教授职称学者 6 人左右，教授职称学者 3 人左右，领军人

才 1 名左右。到 2026 年，世界史学科人才队伍总数达 30 人左右，通过外引内联，其中教授人数达 10~12
人左右。以教授牵头，骨干教师组成教学核心队伍，世界史教学团队努力建设一个开放的、和谐的工作

环境，特别是为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团队的带头人发扬“传、

帮、带”的优良传统，无私地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迅速成长，营造出善于合作的学术氛

围，形成了一支具有良好协作精神的教学团队。 
加快专业特色凝练。安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底蕴深厚。改革开放后，以光仁洪、陈正飞诸先生为

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在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二战史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前驱性贡献。如陈正飞教授组织筹

建了中国二战史研究会并担任首届会长；光仁洪教授与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共同组建了中国国际关系史

研究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并与王绳祖教授分别担任首届正、副理事长[4]。以管敬绪、汪宏玉

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续写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辉煌，管敬绪先生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世界近代

史》荣获中国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汪宏玉先生主编《国际关系系列：近代、现代、

当代国际关系》获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以施兴和、解光云、方国学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学人接过

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接力棒”。其后以徐尚平、韩家炳、曹升生、奚庆庆等为代表的“新生代”砥砺

前行，他们大多在世界史不同的研究会担任理事或常务理事。世界史专业已经形成了世界古典文明研究、

区域化与一体化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地区与国别史研究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出版与翻译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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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本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论著，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反响。 
注重世界史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世界史团队能够树立较先进的教学理念，注重教学改革，积极推进

研究性教学和研究性学习。团队坚持“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第二课堂素质教育体系”的统一

结合[5]。根据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加强课程建设。团队重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转化，以实际科研内容

丰富教学内容。团队积极进行教研项目建设和教研论文的撰写。团队积极进行教材撰写工作。采用多媒

体教学进行教学，以增大课堂知识容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创建省级精品课程。

团队积极支持、鼓励年轻教师外出访学、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通过广泛的交流，借以提升团队教学、

科研能力。世界史团队教学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实施基础课程团队集体备课和授课制度。每门基础课程

至少由 2 位或以上教师组成授课小组，且由 1 人担任本课程负责人，负责本课程教材的遴选，课程大纲

的撰写，课程内容重难点的确定。同时不定期邀请学院和学校督导团走进课堂并提出宝贵意见。 
加强世界史学科平台建设。采用“四高一大全覆盖”建设思路，即建立高水平学科平台(做大做强巴

基斯坦研究院科研平台，成立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欧美研究中心)、举办高水平会议(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

中国世界现代史年会、全国世界史“前沿论坛”、美国早期政治史青年论坛等)、与高水平院校(美国佐治

亚州立大学、丹尼尔学院、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开展高水平(科研课题、人才培养，教师访问，学生访学)
合作，产生大范围影响、覆盖全体专任教师和研究生等六个主要举措，加快人才培养推进速度，全面提

高学院世界史学科影响力。 
加大世界史学科资源投入建设。根据教学和科研的需求，团队积极申购教学和科研必需的资料。教

学团队教师高度重视精品课程的建设，这对世界史课程设置和建设无疑会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6]。首先

建立一批省级立项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课程，如《近代国际关系史》较早就获批为省级精品课程。近两

年《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又立项成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其次购买一批外文资料。近几

年，世界史团队在图书购置上“毫不吝啬”，每年投入约 5 万专项经费用于外文图书资料的购入。世界

史专业图书资源不断丰富，对世界史教师教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再次，世界史团队加强本科

生必读书目资源库的建设。每一届新生开学之初，历史学专业尤其是世界史专业本科生都会拥有一本专

业必读书目的小册子。其中必读书目由专业教师集体商量选定，每年根据专业出版更新速度实时更新，

使学生较早进入读书“模式”并保持跟踪学术前沿的状态。 

4. 思考与启示 

中国大陆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新特点有三：一是世界横向历史研究的加强。二是“整体史观”或“全

球史观”的扩散。三是相邻学科的渗透(学科交叉)。根据上述特点，世界史教学团队将加强与本院(历史

学院)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及本校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文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世界史专业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的方

法论训练，拓宽世界史专业培养口径，循序渐进，在课程设置、学科教学、科学研究中逐步打造世界史

专业特色教学团队，实现世界史教学团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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