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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史料教学与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唐淑芳 

（宁夏隆湖扶贫经济开发区中学  宁夏石嘴山  753000） 

 
摘要：初中传统的历史教学中，老师重视的往往是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

对历史事件的掌握，学生虽然对历史有所了解，然而并没有掌握历史的

本质含义。而史料教学如果可以很好的运用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老

师就可以很好的对历史知识进行合理划分，对史料进行规划整理，将有

效的史料知识讲给学生，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历史知识，而且可以

培养学生对史料知识的运用，让学生掌握历史的实质含义，全面提升自

身的历史素养，同时有利于严谨、科学的历史思维形成。因此，有必要

对初中历史教学进行分析，进而找出切实有效的策略将史料教学运用于

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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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历史教学中，老师应该重视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应该

明白历史课程的真正目的，通过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
力非常重要。有句古话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已经很明
确的指出了解历史的重要作用，而传统的历史教学并没有重视其
作用，更无法适应教学变革以及社会的需求，与素质教育的大背
景不适应，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史料教学，将其良好的利用到初中
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中，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不仅有利
于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而且有助于提升其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
力。 

一、史料教学在培养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中的必要性 
（一）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必要 
我国的历史背景复杂、特殊，这就决定了我国初中的历史课

程设置也比较复杂特殊，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为党和国家的利
益、社会发展等，其重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以及接
班人。这样的历史教学内容有很复杂的特点，不仅内容量大，而
且要求很高甚至超越初中生的能力范围，实际效果不理想，学生
在学习中不仅没有相应兴趣，而且教学效果也不理想。新课标的
大背景下，对于教学内容已经提出了改革要求，明确提出历史教
学应该结合学生学习的特点，在具体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体，应
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史料教学的重要作用，
通过史料教学来提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初中历史课堂需要史料教学 
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中，老师只是简单、直向的对教材内容

进行讲解，并没有注意课堂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课堂
氛围效果不佳。因此，老师应当融入史料教学，使得课堂氛围活
跃起来，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扩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积极主
动的进行思考，使其不仅学习到相关历史知识，还要对其理解并
且有所思考。例如，如果老师只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人名、地理
位置、历史事件等，学生不仅会感到困难，而且会逐渐丧失学习
兴趣，如果老师可以通过史料教学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好的将抽
象物体变成具体、形象化，不仅让学生学习起来更加容易，还会
对知识记忆更加准确和牢固。 

（三）史料教学可以更好的让学生迎合社会需求 
当前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对于历史文化素养高的人才需

求越来越多，不仅要学生从历史中可以有所借鉴，而且还要求学
生通过史料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需要老师充分利用史料来
进行历史教学，不断地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让学生在历史学习
中善于发现问题，进而还能够探索和解决问题，让学生可以很好
的从史料中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史料教学对培养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的作用 
（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人的认知总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对于历史学习也是如此，学

生只有先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才能够在思考和总结中形成抽象

认识。而现今初中的历史教学中，老师还是依赖于死记硬背的教
学方法，还是以学生学习成绩为主，这样的教学方法不能提升学
生学习的兴趣，更无法对历史知识的内涵有所掌握。史料教学就
可以很好的改变此种情况，它可以很好的再现历史情景，让学生
在视觉以及听觉充分调动下，对历史事件有所了解掌握，进而形
成自己的思考，非常有利于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在史料教学的有效帮助下，学生可以通过抽象思维分析、研

究以及总结史料，进而可以在总结分析中找出相应的道理、规律，
在不断启发中锻炼自身的抽象思维能力。 

三、运用史料教学于初中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策略 
（一）正确选用历史史料 
初中生对于历史知识处于刚刚接触的阶段，老师应该多些理

性，对于历史史料的选取一定要正确合理，尽量按照教学内容进
行选择，以学生学习进度为基础，进而选取正确有效的史料来帮
助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将历史学习的第一印象树立起来，进而为
后期的历史教学奠定基础。老师一定要注意，不要将历史课堂变
为应试教育的重要基地，这不仅阻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
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所以，老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选取那
些以文字、图片、音像和视频为主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知识的
运用，将历史学习变得更加形象直观，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促使教学效果不断变好。 

（二）教学资源应该丰富 
初中生与小学生相比，已经具备很强的历史认知能力，老师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很好的利用图文资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历
史知识，还有助于激发学生思考、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史料知识的运用，应该突破教材这一范围，通过课外丰富的历史
史料知识，来引导学生通过不断的学习获取相应的历史结论。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很好的拓宽学生视
野，加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史料知识内在
的含义。在具体的历史教学中，老师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
法，比如逆向思维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事前对历史结论有所
接触，进而去思考结论来源于何处，激发他们思考、发现问题以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三）比较和分析史料，加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历史老师在实际教学中，可以在课堂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

相关史料，进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比如，历史事件中有
很多是类似的，只是年代不同而已，像土改就分为抗日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等几个时期，老师可以对几次土
改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找出为何同是土改所采用的方法却不一
样，找出其本质差异。 

（四）充分利用史料教学，培养学生唯物历史观 
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新课标对于历史教学已经提出了

明确要求，在实际的历史教学中老师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历
史知识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了解中国历
史以及世界历史，还要对整体和局部的本质联系有所了解，认清
历史和现今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角度和层次的观察中，去发
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全面的提升历史思维能力，使得自身的
人生观以及价值观更加科学。 

结论： 
史料教学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中，是根据新课标改革提出来

的，不仅是历史教学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发展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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