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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教学改革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它是对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的一场“革命”。我在几年的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中，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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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历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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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学习课本知识的方法
自主学习课本知识的能力，是学生学习能力的首

要表现，也是其它学习能力的保障。这方面能力的开
发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探索识记具体知识点、概念的便捷方法
合理加工处理知识信息，探究便捷的记忆技巧，有

利于提高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效率。一方面，教师可以提
供一些相关技巧，供学生借鉴；另一方面，更多的是需
学生能举一反三，化抽象记忆为形象记忆，针对不同的
识记对象，探索最佳的识记技巧，并相互交流和促进。

（二）探索掌握知识内容的基本要领
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包括背景、经过、影响几大段

内容，学生靠死记硬背效率低下。这就需要化复杂为
简单，通过信息的加工重组，提取记忆要素。如找出
每一句的关键词，简化句子，概括段落大意、中心思
想等；同时，对各条信息按一定的顺序分析重组，形
成明确的知识框架，便于系统掌握。

（三）探索系统地掌握历史学科知识的方法
历史的每一部分内容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

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学生在学习
中，要把零散的知识纳入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掌握。

二、深化对教材知识的挖掘和联系
只有通过对教材知识的深入挖掘和联系，才能更

全面深刻地理解掌知识，提高综合学习能力。
（一）善于发现教材的隐性知识
教材各部分的文字材料、图表等，首先直接反映

相关部分的主题，体现为显性知识。同时，它们还可
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它部分的主题，体现为隐藏性
知识。在学习中要指导学生对隐藏性知识深入挖掘和
联系，并进行知识的迁移。教材中这类隐藏性知识不
少，可作为学生能力开发的重要题材。

（二）深入探究历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首先是历史原因的探素，从直接原因到主要原因、

根本原因，从主观原因到客观原因；从政治、经济、文
化诸方面探索和分析原因。其次，由表象深入探索事物
的属性和本质，理解其本质含义。在此基础上，综合各
方面因素，总结出历史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辛亥革
命失败，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篡夺，主要原因包括革命党
人的妥协等方面。根本原因则可以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
性社会性质，它决定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从革命的
特点可以分析革命属于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
革命的失败，又可以得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在
中国行不通这一规律性的结论。

（三）积极开拓学科内知识的横向、纵向联系
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能力，是学生建构完整的

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关键。因此，在学习中要注意知
识之间的联系、对比和综合。在横向联系上，可寻找
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不同方面历史事物之间的联
系，分析其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进一步归纳出这一时
期的历史阶段特征。

三、培养运用所学知识解答问题的能力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历史学科知识的运用，

一方面，是解答各类历史试题或与历史相联系的综合问
题，这也是检测学生学习效率的最普遍手段。另一方
面，是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
这也是历史学科作为“人文科学”作用的终极体现。

（一）运用所学知识解答各类练习题
当前，考试是检测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唯一

手段，或者说是最重要手段。因此，答题技巧，也是很
重要的，而进行各种题型的练习、考试训练，是培养这
方面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练习、考试和讲评的不断重
复和提高，使学生逐步形成适应考试的能力。

（二）对学习测试效果进行自我分析和评价
每次考试后，通常由教师进行分析、点评。但由于

教师教学时间的限制，平时更多的训练甚至考试，需要
学生借助参考答案，进行相互批改或自我分析、评价。

（三）尝试用所学知识解決现实问题
一方面，学生可运用所学历史知识来分析现实社

会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加深对当今各种社会现象的
认识和理解，并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或预测。另一方
面，以历史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剖析自我，客观地分析
和理解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成功与挫折，并进一步探索
和调整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

四、结语
总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能简单理解为

由教师来“解放”学生，应逐步培养学生“解放自己”
和“自主”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应具备较全面系
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教师要把这
些能力通过教与学的互动过程，逐步转化为学生自己的
能力，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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