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考古实习是全国乃至世界各高等学校考古系或考古专业必须开设的一

门基础课程，在北京大学， 本课程不但是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本科生也是未参

加过实习的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同时也开放给其他各院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选修。内容是实地参加为期一个整学期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完成全套的田

野考古训练。实习地点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田野实习基地。通过田野考

古实习，使学生全面掌握现代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术，通过实

践，来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教学目标是培养适应二十一世

纪学风扎实并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由于近代考古学是建立在田野考古，以科学方法实地搜集考古学研究资料

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田野考古学，特别是其中实地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就成

为近现代考古学基础中的基础。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无不以田野考

古教学实习作为考古学教学的基础课程。北京大学考古实习课程的模式初创于

上个世纪 50 年代，随后被全国后建的十多所院校考古专业所模仿，但由于这种

模式需要教员多、花费资金大，其他院校大多不能坚持或不能全面实施。而考

古文博学院不但坚持而且发展了这一教学体系，近年自行筹措资金，致力于完

善课程设置，大大提高了实习的综合性、设计性和创新性。 

北京大学从 1990 年代开始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教学改革，本着“以课题为

中心、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全面提高”的改革思路，针对学科性质和发展的

要求，本着以科研课题为中心，带动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树立 21 世纪

田野考古新的规范，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理念，保留了过去合理的教学

规划和内容，设立了一些新的实习基地，扩大了田野考古实习的内容，并加强

了田野考古新科技的运用。其中包括：增加实习基地和实习内容，特别是历史

时期考古和建筑考古的内容。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期的田野考古实

习基地最主要的有三个，分别为河南邓州八里岗实习基地、陕西周原-周公庙实

习基地和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实习基地，其他还有一些新设基地。增加区域考古

和区域考古调查的内容。增加田野调查和发掘整理的新科技技术手段，包括运

用今年来趋向与成熟的“3D”技术，在调查和发掘中使用 GPS、全站仪、数码

摄影、摄像技术，将调查和发掘资料全面数字化，与 GIS 系统相结合，自主开

发田野调查发掘数据库。增加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和资料搜集

内容。增加现代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田野阶段研究内容，如沉积物分析、矿

物学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食性与环境对比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和发展

了田野操作新的范式。使田野考古的理念、方法、技术、规范和教学始终能保

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最高水平。 

在各个实习基地，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材施教，对不同专

业安排不同地点不同基地不同时间的实习，对本科生、研究生采取不同层次的

实习策略。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综合环境，依托考古文博学院国家

重点学科、博士点、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国际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的雄厚实力，因材施教培养本科优秀学生的创新能力。事实证明，北

京大学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范式契合现代考古学学科的发展规律，符合考

古学教学体系的要求，也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家、业界和社会对考古人才基本

素质的培养要求。本课程及其他相关课程因此多次获得过教育部、北京市和北

京大学的各种奖励。为我国培养出了几代的考古学家和考古、文博、遗产管理

从业人员。而由于国情和教育制度的不同，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高校

考古专业大多无法建设如此大规模的教学实习基地，无法长期保持像我们这样

的田野考古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