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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思辨能力从根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思想”，

在历史课堂的教学中引导学生的思想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传达出历史文化的内涵；而另一种则是“辨析”，对于高中阶

段的学生来说，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吸收、应用固然重要，但

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学会辨析，教师通过

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方式可以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完成历史

教学的任务。

1  通过建立良好课堂氛围的方式提升学生思辨能力

思辨能力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

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该不仅局限于历史知识而更加重要

的是要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历史、运用历史，使历史教

学达到应有的效果。当前学生处于高中阶段，课业压力这给学

生所造成的负担与日俱增，而如果通过改变课堂的氛围的方

式来使学生提高其思辨方式，那么这就使得学生在历史课程

的学习中能够获得更大的进步。当学生处于课堂氛围良好的

学习环境中，可以让学生能够畅所欲言，更好的展示自己，对

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高中历史人民版《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课程的学习

中，很多学生虽然能够梗概出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内容，但是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却还是有一些同学的

在理解上不是非常到位，因此针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可以采取

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方式将学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代表资

本主义阵营与太平天国阵营，双方分别以辩论的形式进行讨

论，通过这样的做法可以使学生能够在辩论中提升自己对于

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使得教学的基本点得到了充分的适配，

学生在充分的学习了本科所规定的知识后还对其思辨能力进

行了有效的锻炼，使得历史课堂学习得到了升华。

２  通过创新课堂模式的方式提升学生思辨能力

传统的课堂教育模式对于教师的要求比较高，因为此种教

学模式所采用的模式主要是靠教师进行相关的讲述，对学生

的要求不高。在进行高中历史的相关教学时，不能对学生的积

极性进行很好的调动，而如果更新课堂模式，采取更加现代化

的模式进行教学一定会使学生的思辨能录得到有效的提高，

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很大的助益。

例如在高中历史人民版必修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这一

课程中，在对我国古代手工业产品进行介绍时单单凭借教师

的讲述来完成教学任务显然比较艰巨，而如果可以采取利用

多媒体设备进行辅助讲解的方式来对本课程进行解读，比如

可以采用相关纪录片进行播放的形式进行辅助教学，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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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手工业进行介绍的同时可以更好的使学生

的知识得到充分的掌握，为今后的历史学习最好铺垫，在介绍

了伟大的手工艺品后可以让学生思考我国的手工艺品与其他

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等方面让学生进行辩论，充分使学生的

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３  通过分层化的学习方式提升学生思辨能力

在历史课堂的的教学模式上针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应该采

取不同模式的教学方法，而如果均采用同一种模式进行教学，

对于学生们来说并不会有很好的针对性，学生薄弱的环节不

能得到应有的训练，如果学生不能在课堂中对自己薄弱的环

节加以补充那么可能会使未来的学习进度受到阻碍，严重影

响学习质量，因此教师采取分层教学的教学方法对于高中历

史的课堂教学来说很有必要。

例如在高中历史人民版必修二专题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的经济与教训》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在苏联社会制度的变化中

这两种模式时间虽然具有显著的特点，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并

不太好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采取分层教学的模式来对不同层

次的学生进行教学，对于基础较好，理解能力强的学生教师可

以安排其对两种不同的模式分别进行思考而后进行框架知识

的总结，而对于基础薄弱而又理解能力不强的同学来说可以

分成两个部分对其进行作业安排，这样的话可以使此类学生

更好的理解知识，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充分的训练。在适应

学生当前阶段水平的同时制定不同的学习任务，这样对于学

生的发展来说更有好处。

4  结论

综上所述，思辨教育在历史课堂中的积极应用对于学生的

综合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在学生成长道路上对其三观的建

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做好因

材施教的教学方案在提升学生思辨能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在实际的应用方面教师应该在课堂氛围、任务布置以及课堂

的情景模式三个方面来对学生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辨能

力培养，这样可以很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课堂效率的

提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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