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煎鱼看学科素养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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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烹饪如教学,煎鱼要把握好“度”,教学亦是如此。 学科素养下历史课堂教学要把握好“多”与“少”的
度,处理好“收”与“放”的度,“难”与“简”的度,“给”与“要”的度,“动”与“静”的度,“内”与“外”的度,“他”与
“己”的度,“中”与“外”的度,“知识”“能力”与“情感、价值观”的度,“知”与“行”的度。 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
贯彻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科知识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教得精彩纷呈,学生学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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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把握好“多”与“少”的度
如在教授《美国国父华盛顿》这一课时,我共节

选了 12 则史料,设置了 16 个主干问题。 实际操作下
来,出现以下几个问题:(1)史料太多,留给学生思考
的时间太少;(2)问题太多,导致本课亮点不明,或者
说埋没了亮点;(3)师生疲于奔命,为完成教学任务,
导致教学效果与预期设置不符。 所以在渗透历史学
科素养时,不能重复设置问题,一节课史料的选取不
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根据教情和学情
合理取舍,突出重难点,犹如“打蛇打七寸”。
二、 处理好“收”与“放”的度

(一)明确师生的关系或者角色是什么
有人说对学生“放手”,让他们积极参与课堂教

学中,到处是学生的声音,课堂氛围好,气氛活跃,这
样的课就是好课。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课堂变成了
一盘散沙,最终的结果是把教师从教学活动的组织
者、主导者完完全全变成了课堂纪律的维护者、监管
者。 在这样的意识指导下必然会冲淡教学的主题,把
有组织、有目的、探求知识的课堂变成了类似于放牛
羊的牧场,盲无目的、放任自流,造成教师收不住课
堂。 自己上课时感觉把学生调动得很积极、氛围好,
而最终的学习效果却是一塌糊涂,甚至导致学生只记
得搞笑的地方,对应该掌握的知识一无所知,能够培
养的能力一无所有。 这样的“放手”又有何用,多了
又有何益? 若“收”得太紧,又会变成教师一言堂,学
生失去了参与和思考的过程。 因此在课堂中可以适
当放手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但是教师在课堂中的
主导性不能被忽略,也就是要处理好学生的主体性和
教师的主导性的关系。

(二)把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度
教师在课前分层布置任务,学生能够解决的问题

由学生自主学习或小组合作学习或团队探究学习解
决,教师不能代劳,教师只教给学生学法,让学生形成
自主学习的习惯和团队意识。 学生在思考时,教师做
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并给予适当的点拨和引
导,让学生学会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教师
不能代替学生思考和实践。
三、 处理好“难”与“简”的度

探究课一般把学习知识的过程变成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就需要将教材问题化。 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激起学生的问题意识,并生成更多、更深层的问
题,教师在问题的设置上注意层层递进,有简入难。
由于教师对课程标准和历史学科素养吃不透,把握不
准的缘故,教师很难在知识的外延上、内涵上控制教
学过程,所以在设置合作探究问题时,不能很好地把
握问题的难易程度,活动设计过于简单或复杂。 设计
简单时,学生轻易就找出了答案,就会产生骄傲自满
情绪,渐渐会对参与活动失去兴趣;设计复杂时,学生
自己解决不了,难免会垂头丧气,对以后的教学也会
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不论是过于简单还是过于复杂
的设计课堂活动,都使大部分学生闲置,限制了参与
课堂教学的学生,不能使每个学生的潜力发挥出来,
也就谈不上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 处理好“给”与“要”的度

一般授课之前已经给学生布置了学习任务,有些
学生积极完成,而有些学生消极怠工,缺乏学习动力。
我强硬处理了一些学生,没想到他们的抵触情绪很
大。 看来老师强迫他们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如何把
教师的“给”,变成学生“我要学习”,是我们研究的课
题。 问题的核心就是学生的学习动力问题,我觉得可
以转变思路,采取多种策略让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
力。 如树立远大理想;参加各种竞赛、挑战强者、激起
学习欲望;看到自己学习成果而受鼓励,从而增强自
信;经受挫折,要有不甘失败和屈辱的精神等。
五、 处理好“动”与“静”的度

(一)如何处理好各种形式的活动与坐下来冷静
思考的度

为了让学生动起来,教师设计了许多形式的活
动,如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编演历史剧、开展历史
知识竞赛、成语接力赛、虚拟拍卖会等。 表演的过程
中学生们嘻嘻哈哈、热闹非凡。 但是教师在设计这些
活动时没有充分考虑要达到什么目的,学生可以从中
了解些什么,表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克罗齐在他的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说,没有思想、没有精神的
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 所以,更应该启迪学生的思
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学会历史思维、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冷静并理性思考、勇于探究,拥
有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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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好学生好动浮躁与静下心来学习的

问题
在这里教师要传给学生正能量,将积极的情感传

给学生,防止消极情绪的滋生,控制和约束学生自己
的行动,控制不需要的想法和情绪、珍爱生命、珍惜时
间,健康生活学习。 所以学生善于控制自己,是学习
意志力培养的关键,即学会自我管理。
六、 处理好“内”与“外”的度

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课堂是学习的主阵地,学生必
须控制好课堂这个“内”就行,但是却忽略了功夫在
课外。 例如:(1)课前要预习,完成教学案自主学习
的部分。 先浏览教材的总体内容后再细读,充分发挥
自己的自学能力,理清哪些内容已经了解,哪些内容
有疑问或是看不明白(即找重点、难点)分别标出并
记下来。 这样既提高了自学能力,又为听课铺平了道
路,形成期待老师解析的心理定式;(2)课后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再次加深记忆,循环复习。 (3)课余
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增加知识储备;(4)能够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获得必要的课程资源,了解更多课外知识和
学法。 这都是必要的做法,让学生学会学习,乐学善
学,勿陷入只重视“内”或者“外”的绝对行为。
七、 处理好“他”与“己”的度

为了实践历史学科素养,我在网络上下载了名师
的课件、教案、课堂实录、有机引进远程直播课,可是
在使用时,由于难度大,不适合学生的学情,效果不理
想。 所以拿“别人”时,应该吸收其优点,结合本地教
情学情为我所用。
八、 处理好“中”与“外”的度

例如通过《美国国父华盛顿》这节课,让学生了
解到华盛顿不恋官位,不慕权势,将国家利益、民族利
益置于个人幸福之上,坚持民主、警惕专制,高超的政
治智慧等伟大的精神。 (1)必须提醒学生不要盲目
崇拜美国和美国文化,而要增强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敢担当
的公民,以自己的言行,不断改良中国政治文化的“土
壤”。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
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
了。”(2)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
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文化制
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3)对待中外文明
应该坚持兼收并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九、 处理好“知识”“能力”与“情感、价值观”的度

在《美国国父华盛顿》这节课,主要分为四个环
节,第一环节是为了完成“知识”这个层面任务;第
二、三环节主要是渗透历史学科素养,训练学生“能
力”;第四个环节升华到“家国情怀”这个层面,也是
贯穿本课主题的一部分,与导入部分遥相呼应。 这四
个环节,层层递进,不断升华。 所以必需处理好以下
两个方面的问题。 (1)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渗透,应该层层递进,有简入难。 (2)三者所占比
例应该合理,勿偏重某点而忽略其他。 有时候教师为
了片面追求学生的成绩,往往忽略“家国情怀”这个

层面的设计。 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责任,“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教育需要解决“培养什么
人”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教育培养的目标
是把学生培养“成人”,更要培养成“君子”,既能独善
其身,又能兼济天下,承担社会责任。
十、 处理好“知”与“行”的度,做到知行合一

(一)教师对于学科素养要做到“知行合一”
在教学中渗透学科素养,有些老师认为太费劲

了,不用尝试实践新素养,等其他人做的成熟了,我们
照着做就行了。 自 2017 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提出
学科素养的要求后,学校就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对于
理论,教师几乎已经掌握清楚,可是如何在教学实践
中熟练运用,教师却做法不一。 有人接受新观念,却
不能创新新教法,教学依然回归到老的方式上;或者
接受新观念,在实际教学中却不运用,以致出现“知”
与“行”分离的现象。 因此我认为,首先要树立终身
学习的理念,确实要“会学”。 面对新课程,历史教师
要以“博”“精”作为自己提高自身素质,除了扎实的
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为广博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地
理学和文学。 其次要掌握一定的现代教育技术,在实
际教学中合理使用。 把“会学与会教”结合起来,真
正做到“知行合一”。

(二)家国情怀、知识、能力,也要做到“知行合
一”

任何事情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空谈误国。
把爱国的情感,学到的知识、能力用到实处,会解决实
际问题,应用技术进行实践创新,因为实干才能兴邦。
举几个例子:26 岁的吴迪,浙江大学光学电学院博
士,他运用所学技术,解决嫦娥四号拍照镜头存在技
术缺陷,为嫦娥四号中继星打造镜头,在月球背面拍
摄地月合影;24 岁的阿斯哈尔,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
伍;保定学院大三学生张研,志愿到新疆且末县支教。
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最好的年纪里留下遗憾,他们相
信无奋斗,不青春。

梁漱溟说,“饮食有节,动静得宜,气贵平和”,把
饮食与人生说得通透。 烹饪亦如教学,饮食亦如人
生,做到“适度”,协调好各方关系,才能教的精彩,活
的洒脱,借用毕淑敏一句话“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
好,要恰到好处。 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地走”,这是教学的智慧,也是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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