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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目标”中提升学生历史答题水平研究 
马文娟 

（洛川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陕西省延安市  727400） 

摘要: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一些学生不愿在课堂中提出问题，在课堂中也没有用心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目前如何更好
的提升学生在历史课堂中的问题敏感度及解题能力成为了历史教师需要重视的教学内容。而三维目标可以从三种方面对学生历史问
题敏感程度以及答题水平有效提升，从根本上强化学生的历史解题水平，本文主要针对三维目标中学生历史答题水平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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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目标分为三种不同维度，分别为学习过程，学习方法

以及学习技能，三者互相补充，互相交融。历史教师在进行历
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始终以三维目标为方向来计划教学内容，
让学生可以在历史教学中更好的夯实历史基础，提升历史答题
水平。另外教师在解答历史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以三维目标为
指引对学生进行讲解。 

1.历史教学现状 
我国课程教育改革已经实行了多年，但目前在历史课堂教

学中仍有一些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子。大部分历史教师将其教学
重点放在学生学习成绩上，而没有重视学生对解题方法及解题
步骤的分析。课堂教学大部分是以传统教学中填鸭式教学为主，
这种教学方式不但没有在课堂中给学生一定的解题时间以及解
题思路的交流，同时还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学生始
终被动的接受知识灌输而产生厌恶心理。历史学科和其他教学
学科相比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历史学科主要教授的是过去的
事情，对于一些过去已成定局的事情不会以学生的认识角度而
发生变化，同时过去客观事实的存在无法逆转。在历史教学中
教师主要是对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阐述和分析，所以目前
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候，需要丰富学生的知识面，
重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让学生可以基于不同角度解答问题，
去寻求正确的答案。 

2.基于三维目标提升学生历史答题水平策略 
2.1 实事求是分辨善恶 
在历史教学中存在一些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如果离开了

这些人物形象表述那么就无法辨别历史内容的是非。因此历史
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有效的塑造人物，对其给
予正确的评价使学生正确认识，为学生评价能力以及辨别能力
打下基础。历史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历史人物形象进行感知，
尤其是古代与现代中一些杰出历史人物的个人形象，例如民族
始祖黄帝，民族英雄郑成功等等。同时历史教师也可以以历史
事件为基础，塑造一些反面人物，给学生以鲜明对比。例如，
历史教师在讲到辛丑条约的时候，可以充分刻画出清政府无能
腐朽的特点。同时历史教师还要结合事件的地点，人物以及时
间对其特征进行相应的研究，使其重现在学生的眼前，让学生
对史实有更深入的体会。在讲述完反面事件之后，教师可以拿
一些正面事件做对比。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行开国
大典的时候，历史教师需要对其形象描述，让学生真切感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豪感。历史教师应该让学生单独客
观分析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对历史人物的人物背景有
一定的了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还要有自身的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2.2 熟练掌握历史知识 
在历史考试的过程中试卷会对学生三种方面能力进行考

察，分别是学生对于历史教材知识的掌握程度，对试卷内历史
材料的个人理解能力以及学生综合历史能力的考察。大部分学
生认为目前试题主要是对综合能力以及材料分析能力进行检
验，却忽视了试卷中对学生教材内容掌握程度的考察。历史教
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会看到一些学生在考试中没有解题思路，
这种没有思路的现象主要就是对于历史教材知识掌握不牢固，
同时也没有将历史教材内部知识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学生对

于教材中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够直观的展现在试卷答题中，学生
通过教材知识学习使其能够了解一些历史人物事件背景以及发
展过程。并在历史试卷解答过程中加以应用，也就是对历史教
材充分掌握和了解。学生只有在对历史教材充分掌握的时候，
才能提升其历史理解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例如，试卷中出现
了近代欧洲国家政体形式主要有哪种类型？这一题目，学生在
对这种题目进行解答的过程中，需要以历史教材知识为基础进
行解答。假如学生没有充分熟悉历史教材，那么也就会造成困
境，无从下笔，所以在历史教学过程中需要提升对三维目标中
基础知识的重视[1]。 

2.3 采取合理的解题方式 
历史教师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方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

也使其成为了历史课前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历史学习的时
候不应该仅仅被动接受。而是应该以多种学习方式进行互动，
提升学习效率，学生可以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展开提问讨论以及
多种学习方式。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单一讲课灌输模式会
让学生降低学习积极性，同时也无法让学生掌握多种学习方法。
因此在三维目标教学中中需要将学习方法作为评价标准，更好
的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同时也要将这一方式带入到答题过程中。
学生在以往会依靠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掌握历史教材内容，而这
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受到一定的效果，但却
不是长久之计。所以目前需要打破传统知识学习方式，选择一
些具有灵活性且高效的学习方法。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要提升
学生对于历史材料的理解能力，归纳能力和提炼能力，让学生
能够在一些不同历史题型中找到其共同点并举一反三[2]。 

2.4 正确对待解题过程 
一些学生对于历史答题水平的理解和三维目标有着很大差

异，但是在实际历史考试中一些学生在考试中出现失误的原因
和三维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学习水平和答题方法一致的
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有着良好的学习价值观和学习态度，
而另一个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纪律性则不如上一个学生。
在这时就会导致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答题准确率与和另一
个答题方法一致的学生有较大差距。其次，在一些大型考试过
程中试卷审阅也存在一些人为影响因素，像是试卷工整程度以
及字体等等。因此在实际作答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需要
始终认真对待答题过程，阐述正确的政治立场以及自身观点，
让学生能够大胆表达，不要情绪化[3]。 

结语 
总而言之，历史教学中考试不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只是为

了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合理检测，更好的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以及基础知识水平。教师需要强化学生在答题过程中对解题方
法掌握的熟练度，打破传统教学约束，让学生能够在历史解题
中提升其个人综合品格，从而实现历史教学的三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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