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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高一学生情况分析，要求史料实证教学要达到的效果即史料实证教学的作用  

在长期历史史料教学中的心得即高一史料实证教学中应用以及应该注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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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一历史学生情况情分析  

由于高一学生的历史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初中认知阶段，而高中历史思维与初中相比要求

发生质的改变，所以高一学生历史思维的转变具有迫切性。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新高一学

生不足，并针对不足进行改正措施。首先由于历史在初中所占分值少，开卷考试，学生

不重视，因此造成初中学生历史知识贫乏。其次，高中教材内容与观点与初中相脱节或

拔高。再次，初中形成学习方法和技巧不适合高中历史学习，应付高中学习不知所措。

不知道做课堂笔记，等老师在复习时给他划重点，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不够，一到考

前复习时，就不知道如何自主复习、理解地掌握历史知识，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再次学生不重视做题和题后反思，得不出历史方法技巧和思维能力，学学历史很苦恼，

会背书但考不了高分 。最主要最苦恼的是高中所有的历史题几乎都是材料题，学生初

中做的材料题太简单，而高中材料题则重点培养学生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概括信息，对

材料逻辑推理能力，新高一学生材料分析能力普遍欠缺。这种情况下史料实证教学更具

有迫切性。  

二、史料实证教学的作用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要形成对历史的正确、客观的认识，

必须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     

1. 帮助学生了解“完整的、客观的历史”认知 

历史教材是对真正、原始历史的简化和高度概括，但教材知识面过于狭窄，导致学生不能形

成完整客观的历史认知。教师就很有必要对教材内容做补充，而补充的知识就是教师所利用

的史料。充分应用史料教学，使教材知识体系上更加完备、结构更加合理，有助于学生对历

史事件有更完整、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也有利于学生最大限度地了解历史的真相，感悟历

史，最终形成教育所追求的“完整的客观的历史”认知。 

2.提高教师和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教师和学生要扩大历史的视野，丰富历史知识，加强对历史信息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必须多

接触相关的历史书籍，这就要求老师和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加强对书籍史料的理

解和领会，转化成为内在的知识储备。日常的历史教学多引用史料教学，首先要读懂它，然

后才能理解和分析，这就促使师生必须去研读史料，甚至为了证明一则史料的科学性，还需

要利用其他的史料去考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师生的阅读能力都得到了一个锻炼的机会，

有助于提高阅读速度和精准度，乃至提升整体阅读能力， 

3.有助于提高历史材料题的做题能力 

现在的历史试题所有的题型几乎都是历史材料性题，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积累较多的历史材

料题做题方法和技巧，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史料的理解。首先要读懂史料所反映的时代

背景是什么，其次要读懂材料中所提供的信息哪些是有效信息，哪些是次要信息，哪些是无



用信息，要能够根据具体问题作出判断提取；最后，要根据题目的要求进形判断和归纳性。

这一些基本的解题技巧和对材料的阅读理解能力并非在做题时突然产生，靠的就是平常对史

料的积累和理解分析的训练。因此，将史料教学融入历史教学中，是当今历史教学必要的一

种手段，是“史料实证”这一核心素养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三、高一史料实证教学中应用 

1.让学生了解史料的基本知识及不同史料地位及获取史料方法 

（1）史料的分类和价值： 

A.按形式可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口述史料。 

B.按价值可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 

(2)、获取史料的基本方法和途径：1、去图书馆查找文史史料、图片史料等。2、采访当事

人或目击者获得口传史料如采访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3、观看纪录或影视史料。4、到

当事人活动过的地方探访遗迹或获取实物史料如原阳夏家院。5、现场考古（或考古现场的

遗迹复原）如张苍墓。6、上网搜索等。 

2.史料实证教学过程中应注意问题 

（1）以 培养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为首要任务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突出主体地位，去自觉完成

学习任务，提高学习质量。历史学科本身内容丰富，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只有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才能提高学习历史热情，激发激发学生好奇心理，主动学习，并主动总结学习历

史心得、方法技巧，才能高效提高历史课堂任务。 



（2）重视课本作用 

课本教材构成了高中历史学习的主干，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历史测试题都是对历史课本的补

充和灵活运用，所以我们首先要吃透课本知识，认知研读课本。 

（3）.结合史料论证课文中的观点 

历史教材内容表述比较精练，叙述的是主要的历史事实或观点，通过对史料的研读来论证教

材中的观点，有利于加深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史证意识。比如必须

一《明清君主专制加强》明太祖朱元璋图像与其真正外貌对比，分析原因得出君主专制加强

的结果。学思之窗对内阁、司礼监的描述，让学生分析得出结论君主专制加强，同时内阁设

置巩固统治。 

（3）史料应用多样化 

有时书本史料太单一，需要补充历史文字史料知识；有时书本史料不太具有典型性，需补充

典型性史料；书本史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史料，有时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需补充音

像类，口述类史料；书本知识毕竟理论性强，有时我们可以让学生去参观本地博物馆，历史

遗址或遗迹。这些都可以补充课本史料的不足。 

（5）史料选择原则   

 首先史料选择应有适度性、时代性、有用性  

   历史教学虽是史料教学，但过多的史料会造成学生审美疲劳，学习反感，找不到重难点，

甚至对学习历史失去兴趣和动力，所以历史教学史料应用应该达到适度原则。如在讲到必修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有老师制作的课件一百多页，学生下课还没看完，下课后很多学生反

映很朦胧，不知重难点，甚至不想学历史了，这这是一节失败的历史教学。同时历史教学在

于不断激发学生兴趣，而联系今天的现实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例如在讲解“建国以来重大

科技成就”时，我就适当补充了“神舟六号”、“嫦娥一号”发射等知识，马上会激发学生

对历史的亲近感。如再讲到秦汉朝时，我们会给学生讲原阳的古博浪沙和张苍墓，马上会激

发学生学习历史热爱家乡的自豪感。 

其次史料问题设置适度性  

   问题的设置要以学生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为依据，不能太难或者太容易，否则都达不

到刺激学生主动探究学习的目的，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成功的体验，对历史的兴趣油

然而生。 

最后史料问题设置层次性  

   由于每个学生在理解认知、思考分析、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差异，因此教师在设置问题时

要考虑到面向全体学生，既要让基础知识扎实、思维能力强的学生感到具有挑战性，保持学

习历史的兴趣，也要让学习基础差的学生能锻炼基础知识，激发学习历史的兴趣。设置问题

时要注意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启发诱导，适应不同类型学生。 

（6）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增强课堂教学有效性。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没有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就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历史教师应努力

创设新的历史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促进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

究学习。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生自己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合作精神不

断得到发展。如在讲到《中国古代农业》时，让学生讨论现在农村劳动模式与小农经济的相

似性，让学生找今天农村生产与古代精耕细作的相同点讲，从而引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7）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历史教学强调论从史出，怎样由史到论这一系列过程就是逻辑推理。逻辑推理就是从

史料出发，依据已知知识推测出史料未知知识。今天的高考选择题和大题几乎都是直接或间

接逻辑推理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让学生学会逻辑推理历史问题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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