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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基于学生人格完善的历史教学空间创设的实践研究
郭仁贵

（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高邮中学，江苏 扬州 225600）

课堂教学空间，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一定的方法、理

论及智慧的方式，让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者之间的范畴不断得到

发展。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以往课堂教学空间与时间的局限

性。本文以历史教学空间创设的实践思考为视域，结合诸多案例，

分别从多学科融合、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等三个方面出发，提出几

点关于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教学空间创设的方法或策略等。

一、多学科融合教学空间创设的实践研究

（一）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的相互融合

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资源，科学、适切、有效地使用历

史地图，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历史空间意识，而且能更好地促进

历史教学所倡导的证据意识、逻辑意识的培养。基于了解基本的

史学研究的方法、丰富学习经历的课改理念及要求，中学历史地

图教学不仅要继承注重识读能力培养的传统方式，而且要进一步

关注挖掘隐性信息，综合多维信息，提升信息表达品质等地图教

学目标的达成；更需立足于对历史空间的认识，阐发历史地图作

为史料证据的独特证史功能，而后两者理应成为当下改进中学历

史地图教学的不可多得的好途径。

（二）历史学科与政治学科的相互融合

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原理，来解读解释相关的历史事

件、历史现象，将较为抽象的引发历史事件的要素讲清楚。如讲

解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时，多学科融合的张力显现无疑。

任何社会都需要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和更新，这就是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相互联系的四

个环节。其中，直接生产过程是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分配和交换

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对生产和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

消费是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从生产的角度看，

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

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在

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政府对资本没有任何的约束。生产的过快增

长，使流通领域的资金大量涌入，造成生产的持续扩大。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毫无顾忌地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大大刺激了市场的虚

假繁荣，进一步促成了生产的盲目扩大化，最终导致 1929 年经济

大危机悲剧的酿成。

（三）历史学科与艺术学科的相互融合

历史是多姿多彩的，政治、科学、艺术的发展，都和历史有着

密切的关系。很多学生因为历史教材和考试的原因，认为历史是单

调的、枯燥无趣的，甚至我们有些老师也是这么认为的。事实恰恰

相反，当我们不必过于紧盯应试时，学生会发现历史是那样的丰富

多彩、趣味横生。让历史课有趣也需要我们老师具备更高阶的素养

和能力，但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可是同样我们也具备相当充分和

优越的资源，那就是我们身边有着多学科教师队伍的存在。

二、历史教学的社会空间创设的实践研究

（一）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助力社会空间创设

新时代的网络信息快速发展，历史教师要学会利用各种先进

的技术以及教学理念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譬如我们高邮地方历

史，现在很多老师就对其知之不深，仅仅停留在高邮是抗战结束

地等较为浅层次的信息上。教师可以多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从各

个方面更加深入透彻地了解抗战时期的高邮历史，包括一些细小

的常人不知的内容，由浅入深地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历史老师

从实地、网络两个领域充实地方史知识，再通过信息技术，做到

图文并茂、动静结合、视听音像等，然后通过网络平台呈现给学生。

（二）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助力社会空间创设

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实地走访，亲身体验融入历史中

去。例如对抗战事迹的调查了解，对高邮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探索，

高邮 7000 多年的文明史和 2240 年的建城史，高邮历史名人及其

事迹等，让学生们实地走访调查，并在课堂上汇报分享，让他们

通过亲身融入社会空间来感受历史的魅力，增强自身的核心素养。

比如，高邮市小有名气的红星志愿者协会，以志愿的原则，

积极地参与到历史教育的活动中，吸引了一大批包括高邮中学的

学生在内的邮城学子去探访各个历史时期的高邮功臣，去探寻历

史的真相，更多的是去传承为国为民奉献一生的精神。学生以志

愿者的角色利用闲余时间，参与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可以亲近社会、

体验生活、品味人生，这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和提高是十分有益的。

三、历史教学的物质空间创设的实践研究

（一）小调整，大转变

与传统的课堂，都是固定的班级和位置不同，校本课程的学

生是是自主选择课程和位置的，从齐军、段兆军教授的研究来看，

这种小的调整更利于学生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传统的“秧田式”

座位，把学生固定在位置上，由于常规教学的空间局限和知识容

量的限制，学生的讨论交流实际上比较有限的，而校本课程的开

设中，每个班级的人数相对是比较适中的，学生可以充分地根据

自己的喜好等来选择位置，在学习过程中的讨论不仅是自己周围

的人，甚至可以在教室里自由地走动相互交流，更利于激发讨论

本身的价值，学生的能力也在讨论中得到展现和提升。

（二）多方式，新拓展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手段也是多样化的，如创设历

史情境、史料教学、追问式等。这些教学手段中，帮助我们进行知

识点的深化，提高学习的效率。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同样适合校本课

程的教学。但我们再次基础上还可以做更多的尝试，如围绕相应的

主题展开辩论、表演等，如在校本课程《帝王的文艺气质》教学中

可设置“乾隆是文艺的爱好者还是破坏者”的辩论。学生结合课堂

中教师的讲解、自己平时的知识积累以及课外资料的查阅等，展开

激烈的辩论，整个课堂的气氛非常的活跃，从辩论中，我们发现学

生所获得知识甚至高于我们的预估。实际上，这样的教学活动，已

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课堂，是将教室空间、社会空间的一种糅合，

学生的能力在其中也确实得到了提升，并且是一种主动的提升。

四、结语

历史教学空间创设的方法或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固定的

模式，这一方法或策略会因学校、教师、学生的地区或个体的差异

而有所不同，从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特质，也正是如此，拓展

教学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会在教学的实践中不断的被拓展、被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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