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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中学习阶段，历史学科知识庞杂，强调点、线、面的综合学习和深入理解。传统的死记硬背学习方法使很多人“谈史色变”，导致学

习效果较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高中历史的学习方法，提高我们的历史学习能力，即以兴引史，要着重培养我们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化

被动为主动，培养学习积极性；三维立史，通过树立总体史观，构建知识网络，摆脱固有的思考方式，形成发散性思维；综文解史，综合运用学科内

外知识，做到更全面的解读历史事件，深入挖掘历史内涵，掌握历史知识，进而逐步达到好学史，学好史的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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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兴引史，重生活化学习 
学习历史，培养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以兴引史”，

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并具备“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即

是对史料进行研究、分析、判断和总结后产生的理性认识的思维

方式，形成正确理解史实、看待历史人物的历史观，使我们在评

价历史事件时更客观、更准确。 

就培养“历史意识”，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丰富学习

形式。目前高中历史课堂仍然采用讲授式教学，学生独立思考以

及提问环节较少，导致我们难以形成反思和研究能力。因此，我

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角色扮演、课后讨论、历史制作、历史

调查与访谈等多种学习形式，让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

更优质的学习体验，进一步加深学习印象，从而激发我们的学习

兴趣。如在学习“七七事变”时，我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观看历

史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资料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整个

历史过程，并通过纪录片的渲染，深刻的感受到国家危急时的紧

迫感以及我辈当自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历史学习贴近现实

生活。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由于课堂上需掌握的知识点过多，

作为学生一般只愿死记硬背知识点以及解题方法，间接地导致了

学习兴趣的缺失。所以，只有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联系生活实际，

在生活当中时刻感受历史的存在，调动学习积极性。例如学习中

国近代史的发展时，我们也可以以本地区的近代生活变迁为例，

成立学习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通过走访长者、上网浏览

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最后开展话题讨论，小组成员互相展示学

习成果，这样既能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又能锻炼我们归纳总结

以及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三维立史，构建总体史观 
总体史观，强调对历史的学习不应局限于对历史产生重大影

响的事件或人物，而是应当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

以及自然等各个方面，即总体的，全面的看待历史。在历史学科

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逐渐培养培养“总体史观”，不断拓展我

们的视野，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构建总体史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扩大知识

目标。历史课程的“三维目标”中，“知识与能力”目标强调的

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历史学习应在扎实掌握知识

的基础上，构建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让我们能更全面、更系统

的掌握历史知识。如学习《鸦片战争》时，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

的角度看待当时中、英两国的差异。在政治上，英国已经确立了

君主立宪制，而中国还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英国已

经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中国仍实行重农抑商经

济政策；在文化上，西方人崇尚人文精神，注重理性和科学，中

国实行思想专制政策。通过从不同角度进行对比，能更全面的理

解历史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的联系，使我们能更宏观的认识历史。

二是构建时空观念。在构建交错纵横的知识网络的同时，也应注

重知识的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形成稳定的知识体系。我们无法

见证和还原已经发生的史实，在脑海中很难形成真实具体的历史

现象，宏观的时空概念也就无法构建。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图示

来更宏观的了解历史事件，将我们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

感知历史内涵。以历史地图为例，历史地图能更简明、直观的反

应时代变迁，帮助学生构架起历史动态发展的时空格局。如在不

同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域的变迁情况，人口和经济重心的迁移情

况，文化产业的分布情况等等。通过培养自主看图的习惯和能力，

能拓宽我们看待历史的视野，形成更加全面、完整的时空观念，

能有效促进历史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三、综文解史，参悟史料内涵 
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学习和解读历史，

下面从历史学科以及跨学科知识等两个方面的综合运用进行分

析。 

一是历史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这体现在我们如何综合运用

所学的历史知识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某个历史事件。如“九一

八事变”是一个历史事件，想要全面的认识它就要把该事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以及结果等众多要素进行梳理

整合。以原因为例，包含远因（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和近因（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即事变发生的内因，以及外因（欧

美等国疲于应对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中国国内，蒋介石集中兵

力“围剿”红军，无心北顾）等，通过对历史事件综合分析，可

以更深刻的掌握历史事件的内涵；二是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学习历史，应当主动寻找与其他学科知识相关联的部分，例如将

历史与地理相结合。以人地关系为例，在人地关系的理解上，过

去人们强调征服自然，忽视了人类的不当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

影响。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南方经济”的发展时，只看到了围湖

造田造成了耕地面积扩大，但是缺少环境保护的意识，这就无法

对历史上由于处理人地关系不当造成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评价，

因为在新的观念中，人地和谐、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此外，历史也可以与政治、语文等其他学科相互关联，

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参悟史料内涵，拓展思维，获取新知。 

综上所述，我们要从多种角度切入历史知识的学习，首先要

培养兴趣，做到兴趣学习，进而改善学习方法，立体思维，再综

合所学知识，涵泳史料典籍，让学习变得更快乐、更简单。本文

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相关理论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不

够成熟，对一些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对于这些不足，今后将加

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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