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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马晓伟

（新疆大学附属中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教育的目标也发生着改

变，当前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

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当下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今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具有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

在当下社会发展的趋势下，教师应该加强自身创新意识与创新能

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这样有利于教师培养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去分析问题，分析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进一步加深学生的

理解和掌握。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学生对历史事件都有着自己

不同的看法，因此，也就不能按照教材对知识进行死记硬背，要

不断创新，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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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人们越来越注重对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高

中历史教学中对于创新型学生的培养还有待提高。因此，现如今

教师的教学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

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让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同

时，教师也应该注意不要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而增加学生的负担，

对学生历史知识的渗透应该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意识。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对学习

方法的研究以及对选择工具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学生在思

考问题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并用自己的见解去解决问

题，才能让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得到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

师应该积极地鼓励学生，让学生勇于说出自己的疑惑，进一步提

出更加深入的问题。鼓励学生可以在现有的学习成果上提出问题，

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学生敢于提出自己

的疑问，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就是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就是

根据一个问题从一个角度到不同的角度去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

过程。在当下的历史教学中，虽然重视学生的科学性和逻辑性的培

养，但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及时发现问题并且解决，让教材中

不容易让学生了解的知识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掌握。在对历史名著的

实践活动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让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得到发展。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策略

（一）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调动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

历史必修课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内容，进一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历史学习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

生对于历史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当

下历史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把曾经发生的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事件

再现，让学生切身实际的感受当时的历史。但是传统的“一张嘴，

一支笔，一块黑板”历史教学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时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对于教材内容进行讲解。例如，在学习《辛

亥革命》时，为了让学生对于辛亥革命的原因以及整个事情的经

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让学生对于整个事件有一个完整的掌握，

教师可以让学生观看由成龙等主演的《辛亥革命》影片，或者是

观看由姚居德等主演的《辛亥革命》电视连续剧。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辛亥革命的相关内容，还有利于学生切身

实际地感受辛亥革命的感受，让信息技术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

用更加游刃有余。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让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

更加直观，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利用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善于利用大家共同的思维

方式去思考问题，但是发散性的思维模式的基本形式就是直觉思

维，直觉思维是一种没有任何推理的思维形式。直觉思维不是根

据提出的问题进行胡思乱想，而是根据长期的知识积累，在看到

问题的瞬间得到的思维，是一种独有的思维模式。因此，教师在

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利用直觉思维去思考、解决问题。例如，在

讲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清朝一些战争事件时，在讲解

晚清衰败的原因前，可以问学生一些原因类的问题，让学生根据

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直接判断。

三、结语

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所以，教师

应该对高中历史教学的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教学模式，把真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教师可以借助当下信息技术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只有这样，才能让高中历史教学中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才更具有社会意义，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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