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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乔梦泽

（山东省烟台第十四中学，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在当今社会，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规律的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将社会学理论引入高中历史教学，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所以，在新课改背景下，

如何运用社会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成为教师关注的焦点。对此，本文对社会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展开研究，

以期能为其他教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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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满足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将社会学运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

是很必要的。新课改要求历史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相比于其他学科知识，社会学更接近

于学生的社会生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与学生社

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例进行分析，这不仅符合新课改所提出

激发学生兴趣的要求，还能强化他们的历史认识，助力其实

现个性化发展。

（二）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历史视野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社会学，可以使教师与学生对细节更

加关注，通过社会中小事件、小人物开始，审视和了解历史，这

可以帮助学生拓宽自身的教学眼界，获取更为丰富的学习教学资

源。而且在一定程度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另外，在社会学

的帮助下，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与认识历史知识，他们对历史学

科的刻板印象也有所改观，能够主动从社会生活中探究历史背后

的“秘密”，并解开谜团，从而使学生对历史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积极探索课本之外的历史知识。

（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当代社会生活与社会学密切相关，所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接受社会发展与变迁。同时，也能引领学生运用社会学观

点分析、阐释历史事件，使他们从心底迸发出学习历史的激情。

另外，将社会学与高中历史有机融合，能够驱使教师主动改变传

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运用多元教学方法，营造形象、生动的教

学氛围，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知识，从而进一步提升历

史教学的质量。

二、社会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原则

（一）时代性原则

历史作为时代的产物，与特定的时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

会学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社会救

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历史是一

个有机整体，即便在微观层面上，也能看到错综复杂的深层历史

原因，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态，窥见社会历史发展的

过程，理清时代演进轨迹。为此，运用社会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遵循时代性原则，引导学生把社会历史内容放在特定的时空中进

行分析，促进他们对历史产生深层认识，深化核心素养培养效果。

同时，教师也需要重视历史的延续、变迁，主动联系社会现实问题，

以史为鉴，给予学生一定启发和借鉴，引领他们可以更好地分析、

正确看待社会现实问题，并生成心系未来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以此增强其历史综合素养。

（二）典型性原则

社会学不仅内容丰富，也涵盖了比较多的领域。为了能合理、

高效运用社会学相关内容，教师需要把握好历史教学的尺度，学

会取舍社会学内容，抓住重点，以点带面，坚持典型性教学原则。

教师也可以根据课程标准和学生实际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社

会学内容，并开展深层次教学，从而使历史教学重点更加突出，

更有针对性。比如，在讲解“古代的村落、集镇和城市”教师可

以选取北京四合院，福建土楼，湘西吊脚楼等较为具有代表性民居，

与上海、深圳等大都市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人居环境的

变化，了解不同区域民居建筑特色，以此突破本节教学重点和难点。

三、社会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对策

（一）以素养为导向，优化社会史教学目标

在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并非一朝一夕便可完

成。对此，教师应该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合理优化历史教学目标，

并结合历史教学内容，针对性地选择社会学内容，对学生的核心

素养培养，以此提高核心素养培养效果。比如，在教学“村落、

城镇与居住环境”这一单元时，系统地讲述从古至今的中西方人

类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的变迁发展历程，有着比较清晰的时空逻

辑线。教师可以根据课程标准相关要求，对本单元所涉及社会史

内容进行整合，确定本单元的教学目的：在学习与梳理中西方乡村、

城镇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背景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了解古代与

现代人类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变化的时空演变过程与阶段性特征，

充分理解生产力是影响其变化与发展的内在动因；搜索与查阅相

关文献，从多个层面对城市出现的成因及其所带来各种影响展开

探讨，这些目标强调了对学生的历史阐述、时空观念等素养进行

培养，此外，也可以融入家国情怀这一培养目标。这样，教师通

过对历史教学目标进行合理优化，可以社会史内容的融入更具针

对性，并明确历史教学方向，进而为增强核心素养培养效果奠定

坚实基础。

（二）强化历史关联，避免碎片化教学

基于社会学开展历史教学的时候，教师应避免将社会历史与

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关内容分离，陷入单一、碎片化历史教学

中。要注意加强社会史与历史教学内容的联系，建立综合性的教

学体系，并从宏观角度把握社会史，同时，也能使学生在学习历

史知识的时候，能够从微观的视角对历史演变、现象等进行透彻

理解，树立整体的历史关联和综合的历史视野。例如，在教学“北

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时候，这一时期的社会

总体特征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北洋军阀分裂、战乱，国家

危机日趋严重，新的革命力量在萌芽、成长。第二，在经济方面，

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春天”，这为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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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在文化方面，在新文化运动

的推动下，民主、科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

加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进行重新阐释，这对新民主革命发展起到

一定推动作用。第四，在生活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在衣、食、

俗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平衡。此时，

教师便可引导学生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着手，分析北

洋军阀统治时期存在着哪些矛盾，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样，学生便可主动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活等方面建立联系，

并树立综合性的社会史视野，对社会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展开

深入探讨，从而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分析能力。

（三）连接社会关系，把握各时代规律

历史不仅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组合，也拥有不同见解的群体

的认知总和，他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构成一种社会联系，也可酿

成一次事件。所以，运用社会学的时候，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主动

连接人际关系分析历史知识，总结出群体间的认知差异和社会冲

突，并找到造成历史结果的原因，在此基础不断升华自身认知，

从历史引申出现实意义，理解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在构建和谐社

会中的重要性。例如，在教学“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的时候，

18 世纪 60 年代，西方国家开展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种种

弊端暴露无遗，劳动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日益扩大，

并且由资产阶级把持着政治权利，工人阶级沦为被统治者。为消

除社会不公，工人阶级逐渐走上政坛。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

《共产党宣言》，呼吁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团结在一起，推翻资产

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工

人运动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标志。

这充分体现出了社会学中“社会团体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展现形式，

而社会群体的行为，则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动态表现”这一思想，

而且可以引领学生透过历史知识充分把握不同社会时期的发展规

律，由此持续提升历史教学质量。

（四）站到社会史视角，深度解读历史史料

传统史学研究所关注的文献史料较为单一，多以官书订正的

正史为主，而社会史由于其所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研究领域也

得到一定的扩展，内容也更具综合性，涵盖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社会史角度来看，人们的社会生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

一定的史料价值，过去被认为是“鸡肋”的史料，也能从社会史

角度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会挖掘到意想不到的内容，而且从社会

史角度对史料进行阐释，是当前学生多应具备的能力。因此，在

高中历史教学中，用社会史视角去重新解读史料对于师生来说无

疑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例如，在教学“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的时候，教师便可以教材中的《清明上河图》作为切入点，引导

学生对史料进行解读，如，从社会史角度欣赏《清明上河图》，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香料店铺、穿着异服的胡人，北宋时期多数香

料来自海外，从中可以得出当时的海外贸易、对外交往是相对频

繁。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领学生从社会史角度对《清

明上河图》进行阐述可以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北宋时代的社会生活、

经济发展，而且也能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感受北宋经济的繁荣，

河运海运的发展，对外贸易和交往等情况，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

成效性。

（五）关注社会自身特点，助力预期效果实现

社会自身是社会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在某个方面、领

域的发展与倒退、繁荣与兴衰、安定与动荡，这些均是社会学所

要重点研究内容。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

主动关注社会自身相关特点，并利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思考是

什么原因造成社会繁荣衰败、久安动乱，促使他们生成强烈的爱

国情怀。例如，在教学“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的时候，秦

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以及秦始皇为巩固天下统一所采取的

各项举措，均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本节内容，并要求他们除了要关注对时代发展

的作用外，还要关注它反映的实际内容，从中提取关键信息，总

结“治世”之策。秦的大一统并非无中生有，它的产生是受当时

特殊社会环境的作用。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势力日益强大，为

争夺地盘而相互争权，争夺天下，战乱频仍，民众迫切希望平定

战乱，这一切都促使秦统一进程加快。秦朝借鉴周王朝的经验，

实行了中央集权，但是“物极必反”，长此以往，必然会出现动乱，

农民起义便是最好的例证，由此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组织调查访问，提高社会实践能力

调查主要是以特定的历史主题为中心搜集材料的行为，而访

问则是直接向来访者提出的问题。社会史内容与学生的社会生活

密切相关，并且也包含了许多与社会生活有关的综合研究主题。

教师可以根据社会史课程的实际情况，适时地安排学生开展社会

实践调研。这社会调研过程中，学生可以在亲身体验中，积极地

内化已掌握的历史知识，加深对社会史的理解与解读，而且在开

发学生智慧的同时，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也得以显著提高。例如，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教学结束后，教师可以以“改革

开放后家乡巨变”为主题，引导学生开展社会调研。在进行调研

访问之前，教师也要做好相应的前期准备工作。制定问卷执行方

案、注意事项，以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和高效开展。其次，要根据“改

革开放后家乡巨变”这一主题内容，确定调研对象。另外，各小

组选出各组组长，确定本次调研的目标，并引导他们事先做好相

关的理解和联络工作。第三，协助同学制定调查访问大纲，让他

们清楚小组内部的分工，并做好相关的记录。调研结束后，学生

根据调研结果撰写报告，在班级内部进行交流分享。在调查访问

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相互协商合作、沟通交流，他们的沟通能力、

数据分析汇总能力等也会有所提升，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社会实

践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

四、总结

总而言之，运用社会学开展高中历史教学改革，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成效，培养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社会实践能力。而且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对此，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环节着

手：以素养为导向，优化社会史教学目标；强化历史关联，避免

碎片化教学；连接社会关系，把握各时代规律；站到社会史视角，

深度解读历史史料；关注社会自身特点，助力预期效果实现；组

织调查访问，提高社会实践能力，通过这些教学方式，高中历史

教学将会更加贴近时代发展需求，为培养具有全面素质和创新精

神的新时代建设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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