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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历史教学与人格教育

刘冬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一中学 017000

[ 摘  要 ] 在社会和教育日益发展的今天，学生是否拥有健全的人格越发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要
求、教育功能全面性的要求和发展学生心理健康要求，在历史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即提高教师素质，展示教师的人格魅力，
从而促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 关键词 ] 历史教学；人格教育；学生

通过我十几年的学习和不久前的教育实习，使我深深地感受到，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教学仅局限于让学生接受具体

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法和步骤，以期考试得高分，忽视了

对学生人格的养成教育和建塑。通过和学生的交流以及自己的感受

就是一提到历史课，学生的印象就是一大堆过去了的人和事，学历

史就是要死记硬背，学历史的目的就是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这不仅

背离了历史教育的宗旨，影响了学生的历史观，制约了中学历史教

育的发展，而且与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相违背。那要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呢？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反思历史教学的育人目标，弄清楚

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然后再从方法上加以改进。新课

程改革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

学生的发展”。新时期历史教学的目标也必须以此为基点。我认为，

历史教学要想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赢得生命，赢得学生、赢得

未来，就必须重新定位，高举做人的大旗，在人格教育、公民教育、

知识分子教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行，历史教

育的功能和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和重视。王仲孚教授说：“科教兴国，

教育是基础，而历史是基础的基础。”由此可见，历史教育在现实生

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

以及家庭、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学生的人格素养有所下降，

如何进行好历史课教学，特别是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是提高学生综

合素养的前提基础，也是实行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功与

否的关键所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

智慧和博学更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格的伟

大。”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扎实的科学

文化知识、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

健全的优良人格，即个体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

正视挑战、勇于创新的求知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稳重坚定的行

为习惯、敢于抗挫、善于自我调控的意志品格和善待他人、团结协

作的交往水平等优良的人格特征。 优良人格的建塑和养成，是一个

长期、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和个体的多方配合、

共同努力。下面我仅从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这一侧面，谈点粗浅认识。 

一、历史教学加强人格教育的原因：
1、新形势下的时代要求

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是我们教学宗旨所在。学生要成为新世纪

的建设者，在新世纪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

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格的伟大。”陈清平副教

授在《人格修养要论》一书里也提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格

修养问题已成为全球教育注重的问题。所以人格健全的青少年才是

祖国的、民族的未来。因此，怎样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人，

尤其是具有良好人格素养的现代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

人格教育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部新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

明确指出，通过普通高中阶段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要在“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得到充分发展。

这表明，历史课程改革将历史教育功能的核心价值定位于培养学生

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正是历史教育本质功能的回归，

是历史教育“元”价值的实现。这充分反映了在新形势下，国家加

强了对学生人格素养的教育，也说明了人格教育是当前素质教育的

一个重要方面。

2、历史教学教育功能的全面性的要求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智”，这里的“智”，不仅是指知识能力，

更是指做人的准则，处事的经验。长期以来，中学历史学科教学最

基本的功能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应时代要求

和国民素质教育的问题。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则“过分强

调把青少年按统一的模式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而很少论述由学生的

个性出发，为其制定发展目标，系统地、长期地对之因材施教，使

其成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这与学生的人格心理特征和现

代教育理论相悖。因此，进一步挖掘、发展历史教育的功能，教育

学生“养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已

成为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然，人格教育是这一必然的具体体现。前苏

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说过：“没有人格上的培养，体力的、道

德的、审美的修养就不可想象。”由此可以看出，人格教育是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优化个性，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基础，是推进

素质教育的一个好途径。 

3、利于发展学生的心理健康的要求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教育的目

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
①。” 教育究竟能把他变成怎样

的他自己呢？今天，当一个孩子拿着刀向另一个孩子刺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教育者究竟育养什么样的人？目前，中学生

大多存在心理问题，据统计从小学到大学 , 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比例

是与其学识的深化呈正比的 , 小学阶段为 13%, 初中阶段为 15%, 高

中阶段为 19%, 大学阶段为 20% 以上②，其常见的心理病症状主要有：

人际关系敏感，有敌对倾向；有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不能自控，

思维偏激狭隘，很难与人合作；抑郁苦闷，无精打采，严重的有自

杀念头；焦虑烦躁，情绪不稳定，心理不平衡，总觉得老师和家长

对他不公平。概括起来一句话：缺乏健全的人格。 

历史课虽不是，也不可能代替心理健康课，但是我认为它在塑

造人格方面，有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会

涉及到历史上各类人物的范例，对学生的人格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和感染，如诸葛亮的励精图治，包拯的铁面无私，海瑞的清正廉明，

祖冲之、沈括的刻苦钻研，以及无数先辈坚贞不屈的气节等。历史

课上还可以播放一些爱国主义影片，我实习时学校有一位历史老师

就经常在课堂播放一些如《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爱

国影片。我觉得他这样做对警示已经远离那段屈辱史的现代青年是

非常有必要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常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

的教训，不肖说，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

儿童的道德教材，以灌输善良的品质。” “知识教育是基础，人格教

育是核心，文明教育是相对人一生的终极目标③。” 也就是说，人格

教育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心素质，

促进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 

二、历史教学中加强人格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1、提高教师素质，展示人格魅力

克鲁普斯卡娅说：“所谓教育，就是指有计划地感化新一代，以

便培养出一定类型的人”。 是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担此重

任的便是教师，教师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人们常说只有一流的教师

才能教出一流的学生。正如德国政府宣称，最值得德国人骄傲的并

不是德国出了许多饮誉世界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而是拥有

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拥有世界一流的中小学教师。可以这样说，

每个教师本身就是一本无言的教科书，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资源。研

究表明教师的作用在学生人格的塑造形成中至关重要。有调查显示

学生在校期间的言行举止 70% 都模仿于授课教师。可见，教师人格

高尚与否直接影响学生人格的好坏。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教

师要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这种人”。作为教师，如

何健全完善自己高尚的人格？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努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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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综合素质。 

那么当代历史教师应该具备哪些必备素质？我认为，首先，要

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历史学科是一门教

育功能很强的人文学科。历史教师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

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用爱的暖流去启迪学生的心扉，用

自己高尚的品德去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感化学生。不可想象，一

个思想政治素质较低的历史教师会给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其次，要

有扎实的理论专业素质。因此我们现在的师范生都要求学习学习有

关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知识，并且考试通过，才会获得教师

资格证书。其实这就是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

学，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和更新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知

识，尤其是优秀历史教师更应该成为教育教学理论的创造者和发明

者，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再次，

要有健全的身体心理素质。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要有健康

的身体，同时还要有健康稳定、乐观向上的心理素质，这样才能更

好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2、挖掘教材资源，强化人格教育。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同时也是国家

实现教育目的，学校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主要媒介和工具。随着教

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行历史教材的编写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

特征。历史教学不只是让学生感知历史、积累历史、理解历史，更

是要让学生适应历史学习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使个体人格、

人性与文化素质得以完善、升华和提高，养成健全的人格，这是中

学历史学科教学的内在潜能。历史知识浩瀚无边，历史内容包罗万象，

精心挖掘历史教材，用丰富的史实、优秀的历史人物，滋润学生的

心田，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塑造健全良好的人格，有“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之效。历史教材中有关人格教育的素材很多，如从“卧

薪尝胆”的勾践到“东山再起”的谢安；从“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到“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

谦；从“还我河山”的岳飞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封

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

炎武；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到“大丈

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的陈玉成；从“宁做中华断头尸，不做倭

奴屈膝人”的农村教师阎世开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

仑”的维新人士谭嗣同；还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

孔繁森等等。教师要多多挖掘，充分发挥其特有而深刻的教育功能，

让学生在轻松学习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产生情感的共鸣，接受心灵

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震撼，从而为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形成打下坚

实的思想认知基础。 

3、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人格教育

历史学科的特色，赋予它的活动空间广，活动方式多，活动内

容丰富。只要历史教师肯动脑筋肯组织，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中

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1）课堂设计活动，培养学生的竞争、合作意识，促进学生自

主学习，塑造学生完善健康的人格。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

积极性，培养他们合作能力和竞争意识，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采取

了辩论会、竞猜、抢答竞赛、演讲等活动，激励他们积极参与、自

主学习，来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无形中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反映能力，又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勇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开朗大方，

改变了一些学生的内向抑郁性格，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打下良好

的基础。“这种方法使学生始终有一种新鲜感，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

的积极性，有利于同学之间的互相协作精神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

让学生充分活动，极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动机，使他们感到无限快乐，

他们似乎发现了自己，感到自己精神的、智慧的功能在增长。活动

为学生开拓了宽阔的创造空间，一种更高的追求，希望自己表现的

更加完善，随着活动的日趋增多，学生的人格也日趋完善和健全。 

（2）设计课外活动课，促进学生去创造、探究，培养学生创新

的人格素养。历史教学是一门能将情感因素自然融入知识教学的课

程，这是早有定论的说法。据报载，美国有一堂历史课，课题是《美

国独立战争》，教师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感悟独立战争爆

发的原因就是“长大了的孩子与蛮不讲理的家长的矛盾”。上课之初，

教师宣布：“今天要进行小测验，每人上来领一张白纸，交五美分。”

学生听后，纷纷不满：“一张折纸怎能值这么多钱？”教师严厉地说：

“不交不行！”学生们嘟嘟囔囔，有先有后交了钱，领到了白纸，不

满和怨恨溢于言表。这堂课即将结束之际，教师将五美分退给每一

位学生，并宣布：“花钱买白纸这件事不是真的，请写出你们刚才的

感受。”这就是这堂课的检测题，这堂历史课足以令中国的历史教师

耳目一新，甚至是瞠目结舌。教师精心策划的这种教学情境，可以

使青少年学生切身体验和感悟历史，领会美国的开国英雄的反抗英

国残暴统治和探索斗争的必要性，弘扬美国的爱国主义，其教育效

果远非按部就班地讲授美国独立战争的背景、经过、结果所能比拟。

尽管中国和美国国情的文化背景迥然有异，但他山之石，强以攻玉，

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是值得我们理性地加以研究和借

鉴的。再者，我还认为，指导学生开展历史研究社会为历史课外活

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历史与社会教材中，每一单元

都有一些活动课，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将课本知识与学校所在地

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设计课外活动课，不但能让学生积极参与，

还能激发学生创造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素养。 

总之，在教学活动设计时，只要真正地以学生为主体，把激发

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放在教学活动设计的首位，关心每

一个学生的兴趣所在，注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寓教于乐，不

断地向课堂注入“活水”，课堂就会充满活力，学生也就会逐渐成为

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素养和良好品质的人。

三、历史教学中人格教育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上谈了人格教育的重要性、方法和途径，但是我认为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也应该注意防止出现几个误区： 

1. 在历史教学中，过于强调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冲淡了历史教

学的主题；而人格教育的目的是服从于历史教学的目的，因此在平

时的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科研究的方法指导为主，决不能将自己的

职责变成“人格教育的指导老师”。 

2. 在历史教学中，要找到人格教育和历史教学的结合点，不能

生搬硬套，不能把学生在学习中产生的一切问题，都看成人格的心

理问题，从而不能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

3. 在历史教学中，不顾学生的实际情况，千篇一律，盲目加以

教育指导。  

综上所述，历史课程能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观念，

了解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具有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更能使学生

了解理性的民族主义是指能够正确对待民族的优劣、吸取其他民族

的长处，平等对待弱小民族的思想，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增强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又能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主；然而，主

张实行种族歧视，搞民族分裂活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如希特勒的极

端民族主义，还有近年来在境内外频繁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

企图搞分裂的达赖喇嘛以及台独分子等，则只会给人类带来战争和

灾难。我们的学生理应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获得启迪，

以前人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以前事为师，努力获取其教益；从而

在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保持警醒的头脑，能够趋利避害，

择善而从。那么，当学生们走上社会，走向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才

会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如果不借

助个性的充分支撑，我们牺牲的不仅是一个学科的活力，甚至还要

牵扯到一个民族的精神。

因此，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历史教师在人格教育方面更

是责无旁贷，我们只有通过历史课程的教学或指导研究性学习去真

正拨动学生的心弦，让学生有丰富的情感体验，从对历史的探寻中，

引发出自己的泪水与笑声，我们的教学才能使学生达到外塑形象，

内强素质的目的，我们的人格教育才算成功，我们才能无愧于“太

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这一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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