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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探究与分析 
■ 吴 杰 

本文就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提出笔者 自己的看法 
与教学方法，阐述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转变教学方式 ， 
提升教学质量。 

一  高 中历史教学的现状及特点 

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的特点相对于初中历史教 
学而言，高中历史教学有其独到的特点，其特点具有 
以下几方面 ： 
首先，在教学目标方面。初中历史教学与高中历 

史教学是不相同的，初中历史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 
兴趣，以及浅层次对历史的了解；而高中历史教学的 
目标是为高校输送合格的和有潜力的人才，是为了 
能够让学生在学好历史的同时，考入 自己理想的学 
府，从而做一个合格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在教育对象方面。与初中生不同的是，高 
中生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基 
础知识，因此，高中生比初中生的思想更加活跃，更 
善于思考 ，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和认识问题的能力。 
再次，在教育层次方面。高中历史教育是初中历 

史教育与大学历史教学间的一个桥梁，肩负着普及 
与提高学生历史知识的任务。高中历史知识是初中 
历史知识的扩展和加深，它运用初中所学的知识积 
累和高中历史教材的知识结构扩展了学生的思维， 
进一步培养了高中生较高层次的观察和分析历史问 
题的能力。 

二 教 学策 略 

在高中历史探究性教学的实践中，历史教学的 
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中学生的求知欲，常常表现为思想上 
的困惑，在现有认知水平与将要达到的认知水平的 
距离使他们产生疑问，问题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因 
此，教师应以问题为契机，根据学生的思维发展水 
平，设计出难易适 中、典型性强、具有探索性 、开放 
性、启发性和对学生具有挑战力和诱惑力的问题，使 
之贯穿于课堂教学始终。这一教学策略的程序可以 
为： 

提出问题一 自学教材一讨论问题一讲解问题一 
归纳总结一思维训练。现以高中历史新教材中国近 
现代史上册“洋务运动”一节为例，来看问题探究教 
学策略的运作。 

提出问题：创设一种适宜的问题情境，维持学生 
学习的内在动机 ，也只有如此 ，才能产生正向的学习 
迁移。洋务运动一节课的教学可以设计以下问题让 
学生思考探究 ：(1)洋务派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 
的?(2)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什么?(3)洋务运动取 
得了哪些成就?(4)你对洋务运动怎样评价?(5)洋务 
运动为什么会破产?(6)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方面， 
你认为洋务运动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借 
鉴? 

自学教材：学生带着问题思考、自学教材 ，教师 
可补充有关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引导学生分析 
问题。自学是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学生只 
有通过自学才能培养 自学能力和自学习惯，增强自 
主探究的能力。 

讨论问题 ：只有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相 
讨论，才能有思维的碰撞和思维的火花，使学生学习 
得更深刻。这一节课的讨论题可以是：(1)关于洋务 

运动的历史作用，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是：①主要是 
积极的，但也有}肖极作用；②主要是消极的，也有积 
极作用。请按照你的理解，谈谈你同意哪种看法 ，并 
说明理由。(2)你认为洋务运动为什么会破产?(3)在 
引进西方生产技术方面，你认为洋务运动有哪些经 
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生采用讨论的形式进 
行探究，气氛热烈，思维活跃，教师要注意引导，适当 
点拨，引发争论，使教学达到高潮，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创造性学习能力。 
讲解问题：讲什么问题?教师应该讲学生难以理 

解的问题。从学生自学教材和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教 
师就可以了解哪些是学生学习的难点问题。讲学习 
历史的方法 ，教师可以结合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重点 
讲评价历史事件的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生产力标 
准，一个是实践标准。 

归纳总结：只有经过师生的共同探讨，促使学生 
自己对本节内容进行概括整理，归纳总结，才能使学 
生所学知识构成网络，使学生的能力和认识得到提 
高和升华。 

思维训练 ：思维是可以训练的。历史学习中的核 
心能力是历史思维能力。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需 
要发散的思维 、复合式的思维 ，需要广阔、全面 、客 
观、辩证、变化 、发展的视野。问题探究教学策略的一 
个显著特点就是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训练。这节课的 
思维训练，可以要求学生写一篇历史小论文，题 目范 
围可以是洋务运动的评价与启示。 

问题探究教学策略是按照提m问题一 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再提出问题的思路设计的。提 
出问题是铺垫 ，自学讨论是重点，归纳总结是升华， 
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保持着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 
导的探究与收获相结合的良好氛围。我们认为，问题 
探究教学策略是探究性教学的重要方法。 

三 、拓展思维 。培养创新能力 

根据教材的某些史学界存在的不同观点，设置 
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讨论 ，各抒己见，发表 
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能力。例如，在教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时，结合教材的思考题设问： 
中国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吗?为什么?让学生 
展开讨论 ，发表不同的看法。通过这种想象性的设 
问，不仅扩展了学生思维思路，也解决了教材的问 
题。 

首先，教师给学生提出一些新鲜观点，让学生判 
断并分析说明。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天京变乱， 
太平天国一定可以成功”。又如，“光绪皇帝是维新派 
的皇帝”，等等。 
其次，教师给学生提供同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的评价的不同观点 ，让学生判断选择并说明理由。例 
如，关于洋务运动，有人认为积极作用占主要，消极 
作用是次要的；又有人认为消极作用占主要，积极作 
用是次要的。关于李鸿章，有人认为他是近代的功 
臣，有人认为他是近代有名的卖国贼，等等。 

总的来说，要想做好高中历史教学教师就必须 
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地改革 
与创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为祖国培养更加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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