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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自我到发展学生
——以《罗斯福新政》一课为例

吴　佳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对于大部分历史教师而言，《罗斯福新政》这节内容很熟悉，因为在旧教材中它就是重点内容。然而，人总容易墨守成规，

越是熟悉的内容，越难推陈出新。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关注自我到发展学生，将近几年来自己对这一课的教学情况做了纵向比较，

从注重教学实效到注重历史教育的根本目标——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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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总想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给学生，更

多的时候会在知识层面狠下功夫，想让学生多了解点具体知识；

同时，十分注重教学环节的设计，在《罗斯福新政》这节的新授

课上，我设计了与教学内容相关联的一些问题，拼命地在“螺蛳

壳里做道场”，力求使整个课堂教学流程环环相扣，有序顺畅。

我讲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看似也掌握了知识，但知识背

后的能力却没有得到提升。

一、改进方法，让学生走进课堂

高一学生已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且思维活跃，同时，他们又

敢于表现，乐于展示，这些都是有利于本课开展自主学习和合作

探究。

措施一：在改进教学时，设计学生模拟罗斯福“新政”智囊

团的环节，让学生从金融、农业、工业和社会福利四个领域立足

于美国的经济，为罗斯福想政策，让学生设身处地参与“新政”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自身的参与过程中去获得历史的感悟。

为什么要从这四个方面着手，这是个看似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然而，我在教学反馈中发现，学生记忆这些内容时存在困难。那么，

我该在课堂上如何交待清楚并让学生容易记忆呢？

措施二：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从这四个方面着手，

经过实践，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只要在教学中增加一个

“复习旧知导出新知”环节即可。复习 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在

美国的具体表现，用鲜活的事实告诉学生，问题出在哪里，罗斯

福的新政就应该从哪里着手。这样既复习了旧知，也导出了新知，

方便了学生掌握记忆，见下表：

这样的教学改进，让学生活跃起来了，让原本比较抽象，难

以记忆的知识点，变得清晰。在肯定这样的教学改进环节的同时，

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有了外在的“形似”，那如何达到

真正的“神似”呢？关键在于充分挖掘历史课程的核心要素，激

发学生的内在逻辑思维。

二、放手让学生提问，促进学生自主探究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不是看教师教得是否认真或是课堂喝彩

声一篇，而是看学生学到了什么。随着学习的深入与认识的发展，

我开始把关注的重心由教师转到学生，我的角色从充当学生情感、

思维的“脚手架”转到帮助学生自己搭建“脚手架”。

措施三：于是，我先让学生看课本提问，然后我把学生提出

的问题列出来，要求学生自己解决容易的问题，教师提供资料和

解题思路。解决较难的问题时，师生共同研究，从而得出结论。

课例如下：

1. 经济危机给美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哪些严重后果？

2. 美国人民为什么选择罗斯福，而不是胡佛？

3. 引发经济危机的病因究竟是什么？

4. 理论该如何转化成行动呢？　

5. 农业是立国之本，振兴农业是当务之急，怎样才能做到既

消除生产过剩，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又不损害农民的利益呢？

6.“新政”的作用和影响有哪些？

首先把学生的问题简单归类，教师引导学生解决几个有理论

难度的题目，旨在给学生搭建“理论脚手架”，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措施四：增加理论示意图，就能让深奥的历史知识变得浅显

易懂，同时，也能为学生提供学习历史知识，掌握学习方法、培

养思考能力的平台。

第 1、2、3 问重在探究背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史中，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其原因何在？我们常常不做解释

的告诉学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物质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但这样的回答，似乎过于简单、

粗暴且深奥，学生根本无法理解。

“没有现实使命价值的历史教育教学缺乏生命感，不能让学

生将历史与自身生活联系起来的历史教育教学也很难激起学生学

习的热情”鉴于这样的思考，我在课堂上运用图示的方法（图示

如下），直截了当地以“生产”和“消费”这两大经济运行的要

素入手，说明其浅层原因，就是科学管理体制没有运用到“自由

放任”的市场中，放任自流下的盲目生产导致生产过热，而由于

分配不均，百姓贫困导致消费不旺的结果，继而引发了生产和需

求的失衡。而深层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

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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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示意图）

找到根源，就要对症下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揭示了经济

运行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大创

新型理论。见下面凯恩斯解读经济运行规律的示意图和罗斯福“新

政”示意图。

（罗斯福“新政”改革示意图）

通过图示，学生很容易就得出治理经济危机的方法：一方面

要抑制过热的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扩大内外需求。

罗斯福新政出台的政策依然请学生模拟罗斯福“新政”智囊团，

自主学习，教师予以适当的引导。

第 6 问是在学生充当智囊团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措施五：不需要教师在课堂过多地赘述，回归课本，带着学生

一起研读、精读教材，不失为最好的教学。通过精读，学生就能简

化课本，对书中的知识了然于心，很容易就发现振兴农业的核心措

施，就是国家给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一些补贴，这也是这课的重点。

振兴农业的核心措施就是一个字“减”，这个“减”是学生最难以

理解的部分。大部分学生都不理解，为什么要销毁大量的农产，这

不仅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还浪费资源。其实学生只看到了眼

前，没有着眼于未来，从长远来看，大量农产品被销毁，必然会造

成物资短缺，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回升并稳定下来，其为农民带来的

利益远超短期的损害。这也告诉了学生“两利相较取其大”这一道

理。培养学生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观来认识历史现象。通过带领学生

学会精读教材，在阅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时候，教师的教

学就是“指路灯”，指引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促进学生发展，提升教师价值

历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研究有什么价

值？

2001 年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

调“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是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

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我用我的教学改进践行着这样的理念。

我认为，历史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纬度上有所收获，第一，要提

高思维的品质，表达出自己的思维过程和呈现出思维结果，同时

能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理解并运用所学知识，形成终生

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展示历史的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从而最终

实现“读史使人明智”。我认为，促进学生发展，提升教师价值

的思路应该贯穿到我们教学的每一天。

对教师来说，在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的同时，也扩大了教师自

身的教学眼界，提升了“教”的质量。从关注自我转移到发展学生，

从注重教学成绩到注重历史教学的根本目标——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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