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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很多同学来说，似乎就只是课本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只需要考前填

鸭式的背诵记忆就能掌握。当然，运气好的同学，或许在初中历史课堂上听了不

少有趣的故事，觉得历史还是挺有意思的。只是呢，每当听完以后，你小小的脑

袋总会产生大大的困惑，这些已经故去的人和事，他们与我——21 世纪的一名

中学生有什么关系？ 

历史当然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的文字材料，历史当然也与每一个生活在现代世

界的我们息息相关。只有解决好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一为兴趣，二为方法，我

们才能够真正学好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一、 历史与我何干？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语出太宗李世民。对

于古代帝王来说，历史可以帮助其治国理政，认识朝代兴替之秘密。但换言之，

若帝王真的以史为鉴，又何来朝代更替呢？因此也有人说，历史给我们最大的教

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历史的教训。那如此说来，历史真的就“雨我无瓜”咯？

当然不是！ 

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

茫然地游荡。” 

如何理解托氏之言？我们可以把过去看作是一种记忆，对于个人来说，如果

失去了记忆，意味着他失去了生而为人的一切，他的知识与情感都不复存在。最

重要的是，他失去了编织自己身份的意义网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也不知

道自己该走向何方。对应到人类来说，历史就好比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人类失

去了历史记忆，其结果就是整体心灵的茫然游荡，文明的根基也不知所踪。 

而中观至国家，清代文人龚自珍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对于身为一国国民的我们来说，了解本国以往历史，是身为国民

的基础，否则我们只能算是一个有点知识的人，但不可算是有知识的国民。国民

身份首先源于我们对国史的认知与认同。 

最后回到微观的个体，也就是你。历史对你而言同样重要。除了精彩纷呈的

历史人物故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历史是历史材料与历史学家碰

撞而生的产物，是经过书写、建构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认识历史本身，

并不能不假思索的一概吸收，而是需要经过整理、比对、思辨，最终形成你对历

史的认识。简而言之，学习历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和数理类同，是要经过头

脑风暴式的辨析，如同侦探探案般的推理才可达成。而学习历史的过程，就是锻

炼这种思维能力的过程。 



因此，从人类整体，到国家，最后到每一个个体，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是

人生而为人的根本认识，是人文学科的灵魂所在。学习历史，不仅仅为了达成中

学课程的目标，更是助益于你的人生。 

 

二、 如何学好历史？ 

王婆卖瓜式的说完历史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说点接地气的——如何学好高中

历史？学习高中历史，自然不会要求各位像历史学家那样，经年累月泡在图书馆

或是深入民间搜集史料进行研究，但需要各位能够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去认识、

思考历史本身。 

如何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思考？首先你要有基本的时空观念。何为时空观念

呢？简单来讲，对史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中外历史纲要》这本教材与

以往不同，更重视大历史脉络的源流发展，因此对时空的把握尤为重要。 

具体来说，各位可以在每节课前，通过预习整理出当课的时间轴，并尤其重

视教材中出现的地图，要学会在地图中找到史事发生的地点。在课后，对时间轴

予以完善。按顺序，将史事与时间一一对应。在每一单元学习完成后，整理该单

元的时间序列。最后到整本书的时间序列。等学完《中外历史纲要》上下两册后，

更是除了在纵向整理时间轴外，横向比对中外，整理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的史

事。 

整理时间轴或许并不是最难的事情，更要紧的是理解、掌握史事之间的逻辑

关系，即学会对历史进行分类阐释。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史时，讲到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就要厘清其内部类别和前后变化。如从古史传说时代的“公天下”（禅

让制）到夏以后的“家天下”（世袭制），从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

封制）到秦之后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对政治制度细

分，又有选官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等几类。特别要注意，

随着朝代变迁，政治制度均会因时而变，一定要学会分析、理解制度的变化与其

政治、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例如：秦为何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在

地方实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其背景之一在于秦是一个大一统帝国，空前庞大

的疆域只有依靠中央集权体制才能维持长久的稳定统治。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从

分封到郡县的变化，能更好帮助你去掌握历史知识。因此，常备一本历史笔记，

整理历史专题，尤为必要。 

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分析、理解史事？这就关系到历史学习的又一

个关键能力——史料实证，即对历史材料的解读与分析。这一部分的学习对于大

家的语文阅读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中国古代史部分的史料，大多为文言文，

因此需要大家平时有相当的阅读积累。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阅读《史记》的

部分篇章，可以较好的培养大家的古文阅读能力，对于学习文史都大有裨益。 



综上，要学好历史，按部就班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基本的作业，应该能帮助

你拿到一个合格的分数。但能在这个基础上，多阅读一些史家的专著，将之内化

为你的史识与史才，不仅仅能使你的历史成绩更上一层楼，更能扩展至其他人文

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基础素养的提升。 

 

结语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学习历史，不仅仅关乎个人荣

辱，更是培养人文关怀，心系天下民生的重要路径。愿各位能藉由此路，找寻安

身立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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