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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心理学科的高中历史情境教学实践研究

——以“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一课为例
文 /上海市复旦中学  沈思詠

【摘 要】本文以“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一课为例，详细阐述了如何运用心理学“人格发展理论”

进行历史教学，包括创设学术情境、进行知识建模和开展探究活动。通过引入心理学视角，历史人物朱

元璋的形象在课堂上更加鲜活，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并解释历史。最后，本文还提出了注重培

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和注重课堂教学材料的完善等教学建议。

【关键词】跨学科教学  高中历史  核心素养  情境创设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杰出

人物和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叙史见人”是上海中学历史教学中倡导的教学方法，

历史叙事的见人见物，使历史教学更具鲜活力，充满

立体感。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经历，

从而形成特定的心理状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出

独有的决策。跨心理学科的历史情境教学，是立足于

历史学科的学习情境或学术情境，以心理学理论作为

工具，结合历史史实对情境中的历史人物进行分析，

促进学生对历史人物形成深入的认识。因此，跨心理

学科的情境进入高中历史教学，既可以使得历史人物

更加鲜活，也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感知历史。通过多

学科思维的碰撞，更能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巨大

作用，以便学生在体验中形成唯物史观的素养。

心态史研究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融合的产物，其

聚焦历史上各类人物和群体的欲望、价值观念、精神

活动，关注这些因素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增强了历

史研究的整体性。将历史研究与心理学结合并引入

课堂，一方面能拓展学生认识历史的视野，另一方面，

高中时期是一个学生个体心理成长的特殊时期，也

是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在高中课堂中融入心理学知

识，可以让学生在这个特殊时期更好地觉察自我，并

能更好地提升自我人格。

一、以学术情境“认识朱元璋”为例
本文选择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的第

12 课“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一课的第一个子目设

计情境进行教学。之所以选择这一内容，主要是考虑

到本课中有一个关键历史人物——朱元璋。朱元璋

虽为明朝开国皇帝，但是其在夺取政权之前却是一介

平民，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孤儿。其一生，

生活轨道由卑贱走向富贵，而心路历程却由自信走向

自卑。有这样独特人生经历和心理状态的历史人物

本就不多，朱元璋更是独树一帜。其不同年龄阶段的

经历和呈现的心态，正是美国精神分析派代表埃里克

森提出的“人格发展理论”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之一。

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引入埃里克森提出的“人格发展

理论”这一心理学理论，设计“认识朱元璋”这一学术

情境。

1.创设学术情境

从课程标准来看，本单元的内容要求如下：“通过

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

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和初中课标“通过

皇权的强化和‘八股取士’，初步理解皇帝专权的弊

端”相比，高中课标强调了比“弊端”更深层次的“危

机”。所谓“危机”，一方面是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挑战

中国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另一方面从政治制度来说，

封建专制的强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这

一影响何以形成，何以成为弊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需让学生清晰明了。

经过初中的学习，学生已经知晓明朝强化封建专

制的相关史实，如朱元璋废丞相、设厂卫制度等。但

是学生还未体会到此时封建专制制度带来的弊端，即

“人治”和后来西方出现的“法治”相比，皇帝权力增

大，其决策的独断性和随意性会增加政治的风险性。

这一弊端恰恰就是封建专制强化给明清两代埋下的

政治危机。明朝前期，全国的政治命运系于朱元璋一

人之手。朱元璋为何会作出废丞相，设厂卫制度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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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君主专制的决策？由此可引出埃里克森的“人格发

展理论”和介绍朱元璋的经历，并引导学生用“人格

发展理论”对朱元璋进行分析。

2.进行知识建模

在跨学科教学模式中，知识建模是教学活动的重

要环节之一，它可以帮助学生将学过的经验和知识进

行整理和概括，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教师在这一情

境中要明确“人格发展理论”的具体内涵和方法，将

其作为学生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并让学生尝试用其分

析朱元璋。

开启该学术情境教学时，教师首先提出朱元璋称

帝时恰好 40 岁，人到中年。同时，教师展示两幅朱元

璋的不同画像，从宫廷画师为朱元璋做画像时朱元璋

的情绪状态出发，让学生从故事中了解后人对朱元璋

的脾气、性格的认识。这样，学生会从感性上对朱元

璋的人物特征进行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介绍埃里

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

教师提出，埃里克森将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

这八个阶段是由遗传决定的，并且每个阶段都会遇到

危机，只有危机解决了才可以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顺利发展都会获得一定的人格特征。此

时，教师出示相关资料，将朱元璋从出生至称帝的各

个阶段的不同经历结合“人格发展理论”呈现给学生，

让学生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朱元璋的经历，并勾勒出

朱元璋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这样，朱元璋这一历

史人物在课堂上“活”了起来，显得更有活力和立体

感。

3.开展探究活动

跨学科学术情境的创设，一定是为了课程标准和

教学主旨服务的。在学术情境创设和知识建模的基

础上，教师要以问题为导向，设置探究活动。

教师请学生阅读“明朝政治制度变化”子目，根

据朱元璋的经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思考朱元璋相关

行为的主观原因，并请学生深入思考：你如何看待朱

元璋的经历和强化专制的关系？

分析朱元璋的经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能够让学

生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知识的双重视角出发进一步对

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探究，由此得出朱元璋称帝

后废宰相、设厂卫制度等强化专制的行为均有其合理

性，这和其困苦的童年经历难以让他在不同的年龄阶

段解决其危机有关。由此导致其在称帝时对其守江

山产生的焦虑。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观念下，

他一手创建的大明王朝不仅是其事业，也是他的家

业，他的孩子会继承帝位。政权的稳定性会影响到他

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不希望他的后代再经历他小时候

的创伤。

通过跨学科情境的设置，学生不仅能从多视角认

识朱元璋，朱元璋的人物形象在学生的思考中“活”

了起来。另外，这也能使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在学习过程中被调动。深入思考朱元璋的经历

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关系，对高一学生而言可能会有一

些困难。但是，经历了上述分析后，学生还是能得出

关于明清时期强化君主专制的弊端。

通过以上的探究活动和师生互动交流，学生从

不同学科的视角了解了朱元璋的一生，从人文和心理

学的视角感受到朱元璋的童年经历和称帝后种种行

为的原因，由此体会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

对历史大势的影响。通过如此跨学科情境的设计，学

生可以更好地通过“移情理解”的方法对历史形成合

理的想象。在此基础上，还能以“想象推理”的方法

开展对朱元璋称帝后强化君主专制的行为进行解释，

以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为工具，学生可以跨

越历史，设身处地地进行体验学习，进而才能去理解

历史和解释历史。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对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体制进行评价，加强学生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体制及其背后的封建制度做出符合逻辑的历史认知。

由此，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情境，学生可以从多学科视

角进行历史解释，有利于提升学生史料实证和历史解

释的核心素养。

二、教学反思与后续改进
1.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

跨学科思维能力是核心素养的重点要求。在课

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跨学科行为大多停留在将历

史学科同其他基础型课程进行跨学科教学活动，几乎

没有想过与其他未进入高中基础型课程的学科进行

跨学科教学活动。心理学虽进入高中课堂，但是高中

心理课程重视心理活动和体验而非心理学理论。作

为一门理论研究，心理学还不算真正进入中学课堂。

所以，设计跨心理学科的情境，恰好能让学生体验到

跨学科学习的新鲜感。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问

题本身就属于高中历史教学的关键问题。围绕这一

关键问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设计跨学科的学术情

境，是一种探究学习的创新手段，用以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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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采用更多教学策略，不要拘泥于用跨学科材

料提出历史问题，而是可以用项目式探究活动的方式

促使学生提升跨学科的思维能力。

2.注重课堂教学材料的完善

史料在历史研究中起着媒介的作用，在历史教

学中，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重要桥梁。教材中已

有不少史料供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使用。涉及

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所用的史料大多是作为官方正

史的二十四史。教师在课堂上还会补充史家研究成

果等材料作为课堂教学的“史料”。在跨学科情境中，

可用材料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不仅仅是史料，也可

以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比如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

成果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材料，甚至心理学家的研究

路径也能作为跨学科情境活动设计的内容。学生可

历史地理视域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初探

——以“两宋的政治与军事”一课为例
文 /上海市嘉定区第一中学  赵 界

【摘 要】本文以“两宋的政治与军事”一课为例，借助历史地理学视角，深入分析了辽宋夏金多民族

政权并立的原因，北宋首都开封选址的战略考量及其影响等内容，采用了跨学科教学方法，旨在培养学生

历史思维能力、地理空间感知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尝试为高中历史教学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  高中历史  跨学科教学

随着“双新”的深入推进，推动了历史学科的教

师们在课堂实践中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其中，跨学科

学习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培育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上尤为有效。而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时

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

展关系的交叉学科，本身就是历史与地理的融合，并

且其“尽全时空观念”和“人地互动观念”的研究思维，

在培育学生“时空观念”“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方面，

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以高中历史统编教材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辽宋夏金多民族政

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第 9课“两宋的政治与军事”

的部分教学内容为例，尝试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讨

两宋时期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新变化，积累历史地理学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为历史教学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法。

一、教学活动设计
活动设计1：气候变迁下的政权并立

阅读教材单元导读及教材的内容，仔细分析以下

两张图片（图略），回答问题：北宋时期与之并立的少

数民族政权有哪些？结合对“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

波动趋势图”的分析，说一说影响中国古代北方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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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路径进行模仿和迁移。当然，

用心理学理论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研究，需要有

更多更真实的史料来丰满研究对象，否则在课堂教

学中，容易变成以心理学理论对历史人物或对象“贴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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