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历史学习中课外阅读的意义
1.1有利于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历史教材规定着历史教学的内容基础，是实现教学目标的载

体，是沟通教师与学生的桥梁，但具体到教学过程中国历史教
材也体现出了其力所不能及的一面。例如，在历史教材中，那
些有生命力的历史过程被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结论性知识，课堂
教学极容易陷入被教材拖着走的局面，这也是使学生感到历史学
习枯燥的主要原因。因此，历史课外阅读是改善此局面的重要
途径。例如在学习人民版必修一专题八“解放人类的阳光大
道”这一专题时为学生布置阅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
况》一书。由于历史知识的过去性，如果学生缺乏对第一次工
业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
充分了解，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国际工人运动等
不能真正的理解，从而导致学到的历史知识是绝对的，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1.2有利于学生的多方面能力的综合提高
历史课外阅读是学生自主学习历史的过程，其过程反映出学

生自身的认知水平、元认知水平以及资源管理的能力。调查发
现，高中生进行历史课外阅读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十四，而是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历史练习题上。通过机械记忆、大量
做练习题，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分数，但仅靠做练习题学到
的历史知识同样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丢掉。因此，历史教学中应
将课外阅读视作学生自身发展中关键的一环，提升学生历史文化
素养的同时实现其多方面能力的综合提高。

2　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课外阅读能力的培养
2.1激发学生历史课外阅读的动机
历史课堂上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把自己通过阅读

所积累的知识经验进行整合后传递给学生，导致学生更愿意倾听
教师讲授，而自身缺乏相应阅读兴趣和自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历史教师不应一直扮演带着问
题来，且将问题结束在课堂之上的教学者，而应为学生提供相应
的史料，引导学生阅读和分析史料并产生历史问题，从而激励学
产生历史课外阅读的动机。

以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一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
早期国家”为例，本课涉及一些复杂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概念，学
生对此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他们之后历史学习的深度。针对本课内
容的特点，教师课堂总结时可引用这样一则史料：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
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
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
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
不知所措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
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
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
自我消灭的因素。”

——摩尔根《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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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提出以来，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阅读、分析史料以及知识迁移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高中历
史教科书上通常以结论性历史知识为主，因此，培养学生历史阅读能力和历史知识迁移能力仅靠历史教材是无法真正解决的。这些
能力的提升还需建立在课外大量的历史阅读之上，形成较宽的历史知识面且具备一定的历史思维，从而学会应用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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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贴合教学目标,概括程度又高于教材内容，利于学
生对这段历史时期形成较为全面整体的感知。教师引导学生阅读
该史料后提炼出“财富”、“无法控制的力量”、“自我消
灭”三个关键词，提出问题：“对这三个关键词，你能用自
己的语言解释它们吗？言之有理即可。”并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学生拓展视野、进行历史
课外阅读创造了需求，激发学生历史阅读的动机。

2.2树立历史课外阅读意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在原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主动

地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建构知识的意义的过程。要实现学生
主动地对新信息加工处理，必然要先树立阅读意识，才能通过阅
读教材以及进行教材以外的相关阅读，建构知识网络。其中需要
引起历史教师警惕的现象是学生将课外阅读视作历史学习中额外
的负担，认为历史学习只需将教材上知识点背诵即可的机械学习
心理。

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阅读习惯，首先要注重指导学生养成写
读书笔记的习惯。一方面，在阅读过程中要做标注，将历史事件
的关键信息和中心观点标记出来，便于在脑海中形成鲜明的印象，
锻造学生在阅读中形成的时序感和信息提取能力。另一方面，在
阅读中要在重点知识旁边做批注，将自己疑惑、感想或评论写出
来。其次，在阅读过程中要突出培养学生掌握结构分析法以及与
教材具体知识有效对接的迁移能力。所谓结构分析法就是在阅读
中找出历史事件的时间、背景、过程、结果、影响等要素，或者
能体现中心思想的关键词语，根据这些有效信息来认识该历史事
件及其本质。

最后，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有目的地进行历史课外阅读。如
果教师倡导学生进行历史课外阅读，只是一本书放在中学生的面
前，对学习能力较低的学生无疑形成压迫感。因此，教师应设计
出相应的阅读方法引导学生完成课外书目的阅读，例如，提纲式
阅读法。教师根据书籍的内容整理出主要知识点、设计阅读提纲，
为学生阅读指明思路。再如，问题式阅读法。教师根据对书籍内
容的整合，精心设计出知识性与思想性统一、提纲挈领式的思考
题，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带着问题阅读、思考。

学生历史课外阅读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随
着其知识的积累和思维的发展逐渐培养起来的。高中历史教学中
培养学生历史课外阅读能力不仅要关注到教材与课外读物之间的
联系，发挥教材对历史课外阅读的导向性，课外阅读对教材的补
充作用，以实现拓宽学生的视野、促进理解的目的。与此同时还
要做到课前、课中、课后相结合，激发动机与监测阅读效率相结
合，阅读写作与课外活动相结合等形成一个系统的训练，综合提
升学生历史课外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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