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52021 年第 4 卷第 7期 高等教育前沿

探索与创新

试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的路径创新策略
邢甲志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通过阅读相关的教育文章和重要讲话，我们了解到：

教师应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将思想政治建设与各个学科进行融合，

深入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增强课程教学的亲和力、针对性以及

精准性。这也对中国近现代史教师的教学提出更高要求。教师需

要创新教学方法，迎接时代发展的挑战，真正结合个人的历史教

学特点，不断摸索出具有实效性、创新性的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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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性学习是传统历史教学的主要特征。这种教学方式只是

让学生记忆相应的历史知识，并不利于推动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和正确价值观的建立。为此，教师有必要对历史教学方式进行创新。

在实际的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构建集传统教学优势，融新型

教学特点的教学模式，探索出适合个人历史教学的新路径，提升

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质量。本文从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路径创新

的意义、理论依据以及实施策略等三个角度进行论述。

一、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路径创新的意义

通过阅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

若干意见》，我们了解到：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以及科学文化素

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未来，影响着我国现代化教学目标，

影响着我国基本路线的顺利实施。中国近现代历史具有较强的综

合性教学意义。学生可以在此门学科的学习中，了解我国的历史，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能塑造正确的认知，真正加深对爱国

理念的认知，共产主义思想的解读，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积极作用。

（一）增强学生的思考能力，促进学生正确思维意识的形成

教师在创新教学路径的过程中，需要从学生的实际历史基础

知识出发，从他们的认知点切入，真正为学生创造一个展示个人

才智的舞台，并让他们真正自主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在了解

历史事件全貌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深入思考，并在不断地反思中，

形成个人的独有认知，真正从历史学习中获得营养，并掌握行之

有效的历史思维方式，促进学生正确的思维意识的形成。

（二）营造良好互动机制，促进教学相长

创新性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

行相应历史知识的学习。更为重要的是：从微观方面，学生可以

更为深入地研究相应的历史知识。他们在历史学习中的问题，会

更为深化和多元。为了解决学生的问题，教师需要不断丰富个人

的历史知识，拓展个人的历史知识学习视野，在解决学生历史学

习问题的过程中，提升他们的历史学习能力，增强教师的历史教

学水平。从宏观来讲，学生可以从更为全面的历史视角，进行历

史知识的学习和相应问题的探讨。教师需要形成更为庞大的历史

知识体系，构建较为完整的历史知识框架，真正去包含学生的历

史学习视野，即不仅懂得运用中国视角看待中国，还要能够利用

世界视角来看待中国，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三）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积极作用

学生通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可以了解中国的发展历程，加

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真正以史为鉴，以史为镜，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可以了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要性，

也能真正理解共产党不断壮大的来之不易，理解“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的深刻内涵，真正懂得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

二、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路径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注重从古代教育思想、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以及现代主义

思想三个方面为依据，开展中国近现代教学路径创新，并在此基

础上，吸取各个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去除其中的糟粕，促进高校

近现代历史教学改革，真正为学生铺设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课堂，

让他们逐步掌握学习方法，客观地认知历史知识，最终促进历史

教学改革的全面发展，推动历史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一）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汲取中国近代历史教学路径

创新点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观点，即注意

启发教学的“火候”，从启发的时机入手，开展教学。这种观念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渴望。此外，“因材施教”这种观念的立足

点是：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多样性。为此，教师可以从“启发”

和“因材施教”两个观念点，寻找近代中国历史教学创新路径的

着眼点。

（二）从西方国家的学习理论中汲取教学创新路径灵感

西方教学观念对于历史教学的改革以及路径的探究具有积极

的启发作用。教师在阅读相关的西方教学观念中，最为受启发的是：

建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注重从知识体系出发，让学生独立构建

相应的知识体系。还有一种思想为：经验主义思想。这种教学思

想注重从学生的经历，以及已有的认知切入，构建相应的历史学

习模式。为此，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路径的探究中注重从学生已

有的知识体系以及认知体系两种角度入手。

（三）从现代教育理念中汲取教学创新路径灵感

现代教育理念将教学的关注点放在学生身上，从感性上，让

学生获得认知上的需要，良好的情感；从理性上，让学生获得思

维能力的提升，获得科学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此同时，教师注重

让学生“自我发现”知识，“自我表达”知识，“自我反思”知识，

最终让学生综合素质能力获得提升。这种教学观念也是教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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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来源。

三、中国近现代史教学路径创新的实施策略

（一）用问题情境，引发认知冲突，探索教学新路径

情境的创设往往更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也具有较强的代入

感。教师可以以情境教学的特点为切入口，以营造场景为教学手段，

让学生迅速融入到相应的情景中，触动他们的历史学习情感，让

他们更为深入地思考情景中的问题，并“激活”学生头脑中的历

史知识，“点燃”学生的思维火花。为了获得更好的历史教学效果，

教师可以从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着力，真正让他们开始怀疑个人

的固有认知，固有思维方式，触动他们的好奇心，让学生更为积

极地探索情景中的问题，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树的“根深叶茂”，

探索出新的历史教学路径。

以《鸦片战争》为例，教师将这种方法引入课堂，并展示《鸦

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发展状况、英国的发展前景。为了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教师提出问题：“清朝拥有将近四亿多的人口，

而且康乾盛世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清朝却打不过远道而来

的英军？这是清朝的国力衰微？还是统治者的问题？与英国的发

展状况是否有直接关系？当时，世界的发展状况如何？”教师以

情景法，增强历史教学的代入感，以启发法，引起学生的认知冲

突，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也让他们自觉构建情景问题，与个人知

识的连接，让学生真正从国家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思考相应的

历史问题，最终，让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深入思考历史问题，

促进他们历史思维方式的升级，发挥创新教学方法的积极作用。

（二）增强课内课外教学的融合性，构建学生式历史教学路

径

与原有的教学方式相比，构建课内课外的融合教学模式更为

注重考验教师的教学能力，也锻炼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这种方

式注重“借用”信息技术，让师生之间的教知识与学知识更具有

针对性，也可以营造出更为活跃的课堂氛围，促进教师教学方法

的改进，推动学生学习方法的升级，打造生本课堂的教学新模式。

为了真正发挥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融合性，教师注重引入

一些开放性的历史问题，让学生的思维视角更为多元，也让他们

的讨论更具有针对性。为此，教师提出如下问题：造成中国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因素有哪些？包含西方入侵这项因素吗？在此之后，

教师对学生分组，让他们以个人的观点为依据，自主组成小组。

此外，教师让学生在课堂之外，完成此问题的探究，并在课堂之上，

分享此问题探究的成果。

另外，学生可以列相应的发言提纲，支持个人的观点，并注

重分析视角的多元性。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做足课前准备，

需要搜集更多的管理此类历史资料，并能结合学生的观点，从正

向的角度，给予积极地赞扬；从反向的角度，给予启发性的指导，

让他们在付出中学会思考，在启发中掌握规律，打造课内课外相

互融合的历史课堂，构建创新性的历史教学路径。

（三）给予自由思考空间，构建思维性历史教学路径

自由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也有利于良

好课堂氛围的营造。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这种空间，让他们真正

在自我发现问题，自我问题中，获得历史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

开拓出新型的历史教学路径。

以《辛亥革命》为介绍点，教师为了让课堂的教学更具有氛

围性、探究性以及自由性，提出“反常识”的问题，让学生依据

相应的历史知识，探究问题的解决策略，为他们打造一片既自由，

又展现个人思维的历史学习舞台，让他们从历史的视角切入，结

合个人的思维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有个人掌握的历史知识，

探究此项问题。为此，教师所提问题如下：假如孙中山并未在

1925 年病逝，未来中国会朝哪条路发展？中国可能会走上何种道

路？这种问题可以让学生以“反常规”的角度思考，并结合个人

掌握的历史知识，以及历史发展规律分析，让学生在自由想象的

过程中，摆脱历史课堂沉闷的氛围；让他们在交流中，感受到历

史学习的快乐，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此同时，教师在鼓励

学生发言的同时，注重让他们结合个人掌握的历史知识，结合当

时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教师通过

把握好“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关系的方式，让学生从多元

的视角入手，真正激活个人的思维，并让他们结合个人的思考，

结合教师的引导，结合相应的历史规律，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

的提升，为创新新的教学路径提供新的可能。

四、结语

总而言之，科技不断发展。科技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比如，教育变革。历史教师需要敏锐

察觉教学方式的变化，更需要调整教学心态，剔除不合理，不合

时宜的授课观念，真正在拥抱新的教学方式的同时，更需要学习

各种教学思维，真正将历史教学的方式变得更为多元，也让学生

真正从历史学习中，了解中国的过去，认知中国的现在，更好地

掌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适应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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