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研室简介

历史学专业是在原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历史教育专业（专科，1979

年招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7年，经国家教育部和山东省教

育厅批准，我校开设了历史学专业，为我校第二批本科专业，2008

年正式招生，现已有 12届毕业生。目前历史学专业学生在校生共 4

个年级，160 人。

本专业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集中性实践课程

三部分。

通识教育课程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两类，学分为 53，占全部

总学分的百分比是 30 %，主要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与道德法律、外

国语、体育运动、计算机运用、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艺术素养等方

面的能力和素质。专业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

拓展课程三类，由历史学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两部分组成。该部

分课程占总学分的百分比是 58%。主要培养学生专业基础、专业拓展

等方面的能力素质，使学生适应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和要求。集中性

实践课程包括创新创业、职业规划、行业实践、职业素养等课程，涵

盖学生就业创业培训、教育见习和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方面，主要

培养学生从业、就业、创业等能力，占总学分的 12%。在总课程体系

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学分（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和

集中性实践课程）为 142.5，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79%。选修课总学分

为 37，占总学分的比例为 21%。

目前，本教研室正努力建设一支充满活力、富有人文素养的师资

队伍，以实现历史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1.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专业整体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和职



称层次。现已成功引进历史学专业博士五人，拟引进两人；完善学科

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制度，以形成知识结构合理、梯队明显，具有发

展潜力的师资队伍为目标，鼓励教师努力高提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2.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通过专业建设使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学

历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化。

3.加强对教师的业务培训。根据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

开展教师的国内培训、进修和业务交流活动。

4.重视培养青年教师。继续实行“导师制度”，由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教师指导青年教师。从钻研教材、课堂教学、课外辅导到指导论

文写作等环节进行具体的指导；给青年教师安排基础课，给他们提供

成长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和教学技能竞赛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技能；

帮助青年教师承担学院的教学改革项目；鼓励青年教师提高学历和学

位。

历史学专业教师一直注重多媒体课程资源建设，积极学习认真研

讨，积极借鉴兄弟院校优秀课件资源，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结合

我校我系学生实际，制作适合自己专业的多媒体课件。在数字化文献

资源建设方面，学校购买了学术期刊网、全国优秀硕博士论文、维普

期刊网、中国知网、超星图书馆等大量电子期刊资源，其中许多是历

史类专业期刊，可以满足教师及学生教学、科研需求。

教学经费方面，学校足额投入，保障历史学专业的教学日常运行

费用、教学改革费用、课程建设费用、教材建设费用、专业建设费用、

校内外实践实习费用、教学研讨费用、教学差旅费用、图书资料购置

费用、学生活动费用、及其他用于教学的费用。

历史学专业教学全部使用学校统一安排的智慧教室、多媒体教室、



微格教室、录播室、实训室。学校拥有较为丰富的图书资料、电子资

源，办公设备较为齐全，教学条件良好，能够满足日常教学科研需要。

关于历史学师范生的实习实践问题，自 2012年以来，历史学专

业建立和使用的校内外实习基地主要有济宁学院附属高中、济宁学院

附属中学、曲阜市陵城中学、济宁市博物馆、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

文化产业园及济宁市汶上县、梁山县、金乡县、鱼台县的部分中小学

校。

在人才培养机制上，积极聘请济宁学院附属高中、附属中学教师、

孔子研究院、济宁博物馆等部门专家学者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

程设置、见习实习指导等各方面的工作；聘请中学优秀教师承担历史

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和历史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等课程，指导学

生参加山东省师范生从业技能大赛；学生到中学进行教育见习，根据

省教育厅要求进行支教实习。

为适应我校办学定位，适应特色发展和地方性发展的需要，本专

业围绕儒家文化这个中心，培育发展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类课程，

如孔孟之乡地域文化、儒家经典选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史、

西方文化史、西方史学史、世界文化概览等，对开阔学生的视野、培

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教学管理方面，学院历来重视教学管理工作，院党政班子深入教

学一线听课或听取老师们的建议和意见，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深入学生之中，关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情况，收集学生们对

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意见；主持或参加有关学生教育教学的

工作会议，及时深入了解全系的教学运行情况。学院教学管理组织机

构健全，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管理制度比较健全，涵



盖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大纲修订、教学任务书的下达、教学日历

撰写、教材选订、排课、调（停）课、公共选修课开设、教研活动的

开展、教师讲课布置与批改作业、考试出题与阅卷、见习与实习、毕

业论文的撰写等各个环节，保证教学管理有章可循。在积极探索地方

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不断推进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确保了教育教学管理规范、教育

教学运行稳定有序。重视教学质量的监控与保障，学院教学督导小组

由学院院长、分管教学副院长、教研室主任、博士、教授组成，通过

听课评课，及时掌控和调整教学存在的问题；通过同行评教、学生评

教、领导评教，及时反馈教学效果。构建了比较科学、运行高效的质

量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提高教学质量是人才培养工作的永恒课题。今后我们将进一步规

范教学常规管理，强化教学过程监控，重视教学改革和教学科研工作，

促进教学管理人员和广大教师转变观念，更新理念，提升管理水平，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自身要求与特点的目标、流程、制度、规范等

质量保障体系。

本院历史学专业学生均属第一志愿录取的考生，上届历史学本科

毕业生的学位授予率是 100 %。经过四年的培养教育，学生综合素质

增强，学科基础扎实，能够胜任中学历史的教育教学工作。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2019级历史学专业学生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实习支教

工作，学生全部顺利完成工作，并获得各实习单位的普遍好评。而且，

有两位毕业生在含金量极高的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

中也有获奖。问卷调查显示，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及用人单位对

毕业生的满意度都是很高的。2023届 40名毕业生中，考取硕士研究



生 13人，从事教育行业 22人，综合就业率 65 %。从事教育行业的

学生基本在中学从事历史或其他学科的教学，就业主要分布在山东省

各县市。如下表示：

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基础性学科。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历史学的借鉴、教化功能愈显突出，

国家也在不断强化对公民的历史教育，把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列为本

科大学生公共必修课。同时，历史学专业本身在新时代也取得了长足

发展，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多学科交叉局面的出现，使历史学研究

越来越贴近现实，贴近民众生活。历史学也是中学教育的基础性学科，

既是高考考试科目，也是中考必考科目。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

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中学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专业历史教师。同时，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小班制标准化课堂的实施，社会对历

史教师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历史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在现代社会仍然具

有旺盛的生命力，仍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2023届毕业生人数 考取研究生人数 从事教育行业人数 就业率

40 13 22 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