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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塑造学生的精细品格

郭海波

（公主岭市荣超实验中学　吉林　长春　公主岭　136100）

摘　要：我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岁月的积淀，形成了 宝贵的文化。有成仁取义的儒家文化，有兼爱众生的

墨家文化、还有无为而治的道家文化等。因此，加强历史文化教学，是传承我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分析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精细

品格的塑造，尝试采用全新的教学方法与理念，让学生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积极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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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in the long history, after years of accumulation, has formed a precious culture. There is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taking both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Mexican family culture of loving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Taoist culture of doing nothing.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herit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fine character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ry to adopt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cepts,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reciou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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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化。在当前的高中，历史课程已经教学的重要内

容。通过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学生可以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并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完成品格的升华。因此，加强高中历史教

学具有重要意义。而开展历史课程的特色教学，在有助于提升教师

教学效率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更加积极的学习动力。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精细品格的意义

历史具有人文性，可以帮助学生塑造品格、升华思想。唐太

宗曾说过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

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见，学习历史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强化学生的品格修养。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无数的道理。

我国先贤更是为这些大道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子曰 ：“朝闻道，

夕死可矣。”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已经逐渐有了自我意识，但

是其心智、思想仍然不够成熟，对于问题的看法可能比较偏激，尤

其是在历史问题上。近些年，由于西方对我国文化输出持续加大，

一些不良的论点也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当这些言论被高中生看到之

后，由于缺乏理智、客观的判断，容易从思想层面上产生偏差。因此，

利用我国的优秀历史进行教学，可以让学生明是非、懂善恶、知羞

耻、识良莠。从而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与价值观，为

社会主义杰出青年的培养贡献积极的力量。

二、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历史课程教学缺乏重视

在当前的高中教学中，语文、数学等课程仍然是主要科目，

因此教师与学生在这些课程中投入的时间也较多，对于历史课程的

重视程度自然也就不足。这就导致历史的课时、重视程度都存在一

定的不足。我们知道，历史是一门文科学科，需要大量的材料阅读

以及知识积累，如果仅靠课堂时间，学生很难提升自身的历史素养。

另外，教师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也不够重视。毕竟由于课时不

足，教师想要完成学科任务就已经非常困难，更加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培养学生的思想与品质。即便一些学校将培养学生精细品格纳入

教学大纲，但是由于缺少科学的教学方法，其进程也比较缓慢。

（二）学生上课积极性不足

学生的上课积极性是学习效率的重要保障，由于教师教学方

式落后、学生对课程的参与性不足，导致学生为了应付教师，在课

堂上敷衍、开小差，严重影响了其听课效率。尤其是历史课程本就

不被教师所重视，久而久之，课堂氛围变得不再受教师控制，将班

级风气带向歧路，致使教学的难以继续，长此以往，这种状况容易

延伸到其他科目，这对于学生、教师以及学校而言都是极大的伤害。

（三）缺少科学的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当前教育中的重要特征，是衡量很多教

育体制的衡量标准。但是目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并未有一个完

整的、科学的设定，尤其是对于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精细品格的界

定。最常见的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就是“只见分数不见人。”即教师

只关心学生的分数高低，对于学生的性格、品质等关心不足。但是，

时间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如果不能学以致用，那么再好的理论知识

也如清风飘去。但是，想要实现一个符合历史教育中对于品格塑造

的评价机制，却难上加难。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理论分数，则很难

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如果进行品格考验，却又缺乏科学的制度。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精细品格塑造策略

（一）着重围绕历史课程开展特色教学

历史是教育中的重点科目，在进行历史文化特色教学时，需

要借助历史课程，结合历史教材中的内容，再与国内外研究者的研

究论著进行比较，进一步延伸教材内容，在实际授课中，教师可以

通过讲授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来强化学生的记忆，并开拓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的历史研究思维。同时，在对中外研究论著的讲授中，不

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政治、人权等问题，这也会加深学生的思考，让

学生探究在不同视野下，对于历史的真实认知，培养学生探究性思

维，并让学生学会在研究历史问题时，需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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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在今后研究历史时，可以更加透彻的进行分析。

（二）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

历史是需要进行精细研读的，而我国的历史更是被世界认为

最难研究的国家，毕竟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几百年历史，我国拥有

五千年的文明需要去研究，这就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

的准备中，学校需要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

历史资料。虽然二十四史作为当前研究历史的必备，也是较为权威

的历史资料，但是历史毕竟由史官书写，在史官的书写过程中，又

会由于自身 、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导致历史的真实性受到影响，

此时就需要结合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比较或者补充。比如对于三国的

研读，其官方资料为陈寿所著《三国志》，但是《三国志》言简意赅、

惜墨如金，对于一些历史情况的记载比较少或者有所疏漏，此时就

需要借助《魏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进行比对 [3]。另外，历史文

物也是学习历史的必备资料，但是一些文物都比较贵重，学校很难

为学生开设专门的文物研究馆，因此，学校可以组织一些参观活动，

以此丰富学生的资料储存，为学生的历史学习带来便利。

（三）强化学生的学科素养

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历史就是需要死记硬背，将历史人物、事件、

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进行记忆就可以学好历史，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学习历史也需要有历史思维。因此，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

让学生理论与实践并重。使学生在进行历史学习时，不仅需要具备

完善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学

生在学习历史时，也需要借助其他与历史相关的科目进行学习，比

如语文、历史文献学等，这些学科都会涉及到大量的历史知识，比

如语文中的文言文、诗词等，这样，学生可以更好的进行融会贯通，

在学好历史的同时，对于其他科目也可以进行更好的学习。

（四）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良好的课堂氛围可以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提升教师的授课质量。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需要改变教学方

法，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教师需要认识到，学生才是课堂

的主人，教师需要改变灌输式教学的教育方法，采用开放的、探究

性的教学方式，让每一位学生都融入到课堂当中，充分调动学生的

课堂积极性。同时，教师需要明确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采用因材

施教的教育模式。历史文化教学，对于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因为很多知识都需要日积月累，如果学生基础较弱，那么学习起来

可能相对更加困难，同时，学生对于历史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因此，

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了解，

在进行教导时做到科学性、针对性，使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参与到学

习中来，并且求同存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对于学生提出的

观点进行充分分析，引导学生研究性学习。

（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当今时代，社会所需要是具有多方位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对

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其拥有强大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注

重学生的信念、理想激发，对于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观念以及价

值观等，进行正确的引导，使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才。

因此，教师在进行历史教育时，不仅需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加重

要的是利用历史知识培养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课程的思想导向，将学生的人文素养、道

德品格等当做学习重点，充分挖掘学生的优秀品质。同时，教师需

要为学生设立真实的教学情境，创造浓郁的课堂氛围，使学生可以

潜移默化的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坚定信念、开拓创新，不断地升

华自我。另外，加强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将以人为本贯穿于教学

当中，并对于我国的历史、经典进行宣扬，毕竟我国拥有璀璨的历

史瑰宝与文化，在当今世界，我们也要积极宣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提升民族感染力与凝聚力，让学生充满自豪，并正视社会，为学生

的日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六）学校需要为学生配备历史学习条件

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历史学科更加侧重于理论，因为学好

历史需要大量的资料进行学习，这是一项非常繁杂的任务，我国拥

有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即便除去野史记载，也拥有正统的二十四

史进行参考，而光《史记》一书就有一百三十卷、五十多万字，想

要通读一遍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而想要研究历史，更需要对古籍资

料进行更加透彻的分析，因此理论知识是历史学习中的重点。但是，

缺乏实践依据的理论终究是缺乏信服，想要将历史学好，除却理论

知识，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寻找、发掘历史元素。我国历史悠久，

一些历史遗迹 横跨了多时空，比如 ：黄鹤楼几经修缮，见证了多

个朝代的兴衰荣辱、都江堰工程始建于秦昭王末年，距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里，都江堰工程灌溉了周边多个地区的

千亩良田，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2]。同时，除却历史书籍以

外，各地区的历史文物博物馆也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

历史文物，可以让当代的人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可

以使人们穿越时空，感受那个年代的真实历史。比如我国珍存的国

宝级文物骆驼载乐佣，其背景为当时的四海升平，一片繁荣。从舞

者的动作上以及弹奏者的姿态上，都可以感受到其中很多元素都是

来自于其他国家与民族，这正体现了大唐海纳百川的气魄以及强大

的包容能力。在这件举世珍宝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域特产的骆驼与

乐器在中原非常流行，那些乐器与中原的琵琶琴瑟在弹奏上有很大

不同，那些西域来的乐手却可以很好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说明

了当时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从艺术角度来看，那融入了中西方交

流的艺术品，为我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吸纳与包容，同时也表示我

们乐于去发现其他民族与文化中的美。这些文化的传承，可以为历

史文化教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七）依托政府深度发掘历史材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古至今，我国的历史发展也存在

极大的不平衡特征，各地区由于民族的差异、风土人情的不同，孕

育了各地区独有的历史文化。比如汉唐发展的陕西地区文化、西域

边疆的异国风情文化等。这些不同的文化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特色

进行研究。结合地方院校所掌握的资料，再借助政府部门，则会获

取更多的、更有价值的资料，为历史文化教学提供便利。同时，通

过讲解与学生平时生活相关的历史问题，可以拉近学生与历史学科

之间的感情，为教学任务的进行提供便利。

结论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需要利用历史知识，培养学

生精细品格，比如在学习荆轲刺秦这一章节时，学生需要通过荆轲、

秦王、秦舞阳的动作，以及高渐离的易水离别，让学生明白在历史

背景下的人物，是怀揣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士为知己者死，同时，

加强学生的道德规范。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教师需要利用我

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增加爱国情怀。并且利用先进的教学方

法，依托政府资源，为学生配备良好的历史资料观察途径，从多方

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升华学生的品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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