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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视域下《史记》教学实施路径
朱雨楠 

（东北师大附中，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与其他的教学理念相比，深度学习视域具有增强学生学习自主性的特点。教师运用这种教学理念时，需要尊重学生阅读学习

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阅读，喜欢阅读《史记》，并在此过程中，真正将阅读与个人的自我认知进行结合，通过运用

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阅读方法，提升《史记》的感受力，思考能力。与此同时，学生需要运用多种信息手段，开展更为广泛的《史记》

阅读，真正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塑造良好的品格，真正发挥文学经典，感染人，教育人，启发人的积极作用，增强与立德树人时代发

展贴近感，提升高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本文注重从实际的教学路径进行此部分内容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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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它在展示历史事件的同时，也

展示出司马迁对于人物的看法，对学生精神世界的丰盈，对他们

价值观的塑造，对学生语文涵养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

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在本文的论述中，教师以深度学习视

域为切入点，注重结合深度视域的特点，以及高中语文阅读的现状，

探究《史记》阅读教学的新途径，最终达到提升高中语文阅读教

学的目的。

一、深度学习视域的概念性认知

（一）深度学习视域的定义

本文中的深度视域学习是指：学生根据个人的实际学习能力

以及爱好，积极地融入语文阅读中，并从个人认知的角度进行相

应文本的解读，增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批判性。与此同时，学

生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深入思考此部分内容，并在教师的指导下

深入解读相应的文本内容，构建属于学生的认知体系，增强学生

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观念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

（二）深度学习视域的特点

深度视域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方面一，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学生需要在浅层阅读前提下，

理解阅读内容，并深入进行理解、想象以及相应思维的拓展，并

对阅读内容进行批判分析，最终达到提升个人阅读思维深度的目

的。

方面二，增强学生信息运用能力。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阅读

兴趣，运用信息技术，发现更大的《史记》阅读世界，丰富个人

的阅读视角，推动学生信息素养的提升。

方面三，学生需要较强的思维迁移性，针对同一问题，从不

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与此同时，这种迁移性的思维有助于学生解

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真正发挥语文立德树人的作用。

方面四，学生可以构建符合个人的知识体系。学生在深入思

考的过程中，会运用个人的语文知识体系，比如，阅读方法，或

是个人的生活感悟等等，完成旧知识与新问题的整合，让“旧知识”

焕发新的生命力，促进学生语文阅读知识的深度整合。

方面五，享受语文阅读的乐趣。深度性阅读的主体是学生。

学生在具有强烈阅读欲望下，更为主动地进行相应文章的阅读，

并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探究阅读的策略，找到相应的阅读方法，享

受阅读的乐趣。

二、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一）阅读教学的同质化严重

高中语文教师往往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并未走出阅读教学

的“舒适区”。这种循环往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

疲倦感。与此同时，统一的阅读答案，统一的阅读方法，更不利

于学生阅读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学生深入地解读文本内容。

（二）高中阅读教学缺乏深度

应用性教学理念在高中阅读教学中得到较强的体现。教师通

过大量练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固化思维，让他们从浅显的角度

阅读相应的文本，并不注重培养学生语文阅读知识的构建思维，

使得学生的阅读学习“支离破碎”，导致语文阅读教学缺乏深度性。

（三）高中阅读教学缺乏思考

高中生往往将阅读成绩作为唯一的成果体现元素。他们并未

从阅读内容的对立面，或是更大的范围进行思考，导致学生存在“死

读书，读死书”的尴尬状况。与此同时，课堂阅读内容往往由教

师决定，并未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导致学生无法主动地思考阅

读内容。

三、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史记》教学实施路径

（一）以友善师生关系为触发点，激发学生的阅读潜能

深度学习视域注重让学生更为积极地投入阅读中。为此，教

师需要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看法，阅读习惯，思维方式，并在

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针对某一阅读问题，引起认知共鸣，让他

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获得教师的肯定，促进他们阅读能动性的

激发。

此外，教师需要注意处理好“教”与“学”的比例，让学生

在学习中表达个人的思想；在教师的引导下，掌握相应的阅读方法，

真正增强他们的阅读获得感，促进学生阅读潜能的激发。更为重

要的是：教师需要提升个人的专业素养，在阅读过程中，引经据典，

将学生带入具有趣味性的阅读海洋中，感受阅读的乐趣，真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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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亲其师”，让学生投入深入阅读中，促进他们阅读潜能的激发。

（二）构建交流性的阅读模式，促进学生阅读思维的深化

教师可以构建交流性的阅读模式，针对某一《史记》中的问题，

让学生进行深入解读。学生在探讨中，可以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促进思维视角的多元化；也可以从他人的观点中，重新梳理相应

的阅读方法，促进个人阅读体系的完善，加深阅读思维的深度。

以《项羽本纪》为例，教师引入李清照、王安石、杜牧的诗句，

让学生结合诗句的主要观点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项羽

是否可以东山再起，注重让他们结合史料依据。这种开放性的问

题有利于增强学生思维的发散性，也能让更多的学生开口说话，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此问题的论述，增强学生的思维深度。

（三）以信息技术为借力点，构建个体化的阅读体系

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学生的阅读视角，增强他们的阅

读深度、广度、高度和密度。教师可以提出某一阅读视角，让学

生运用信息技术搜集相应的信息，并自主进行信息的整合，形成

学生独有的个体化阅读知识体系，增强他们的思维迁移能力。

教师可以以“磨难”为主题，让学生阅读《史记》，并完成

相应历史知识的重新构建，让学生的阅读更具有整体性、逻辑性

以及深度性。与此同时，教师让学生思考“磨难对于人生的意义？”

有些学生从韩信“胯下之辱”中分析，从管仲“多自与”的角度分析，

真正感受到逆境对于一个人成长的巨大作用，并加深对理想信念

的认知，提升他们的思维迁移能力，促进学生阅读体系的形成。

（四）开展跨学科阅读授课，促进学生阅读思维的升级

本文注重从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整合入手，教师让学生结

合《史记》阅读中的问题，完成历史知识与语文知识的重新融合，

促进学生阅读思维的优化升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教师需要让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史记》相关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真

正将历史思维视角与语文思维视角进行充分融合，真正站在作者

的角度，从更为广阔的立场，思考相应的阅读问题，促进学生阅

读思维的升级。

以《项羽本纪》中的《屈原列传》为例，教师可以让学生思

考如下的问题：项羽生前出现很多的高光时刻，但是在临死前，

面临巨大的耻辱。这其中蕴含哪些哲理？屈原是如何从生死之间，

做出相应的抉择的？李广难封的时代背景是什么？与此同时，教

师与历史教师协商，让历史教师讲解上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

景，让学生在抛弃语文强烈主观色彩的前提下，从更为客观的角度，

看待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真正加深对人生的认知，促进学生阅

读思维的升级。

（五）以问题为导向，增强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批判性思维是高阶思维的展现形式之一。学生在理解阅读内

容的前提下，可以质疑此部分内容，运用个人的阅读知识去“驳

倒”作者的观点，或是丰富作者的观点，最终达到提升学生思维

阶层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生往往存在严重思维定式，

或是并未意识文本内容的错误性。为此，教师可以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阅读教学，提升学生的思维层阶。

以《刺客列传》为例，教师让学生分析：荆轲刺秦具有积极

的历史意义吗？与此同时，教师让学生从不同的立场，进行此部

分内容的论述。有的学生认为：荆轲是一位大英雄。在此次事件中，

荆轲所展示的临危不惧值得后人称颂。这种精神可以让更多的人

投身到推动历史发展中。有的学生认为：秦朝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

荆轲的行为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利于推动历史的发展。教师

以问题为引导，让学生结合时代背景，以及历史发展趋势，在突

破原有时空背景的同时，即跳出当时的时空，从更为多元的角度

思考，增强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六）构建以学生为主的课堂，让学生汲取历史的智慧

教师认为：学生在个人的阅读小天地中，都有个人的看法，

以及独有的阅读体验和思考。为此，教师可以搭建“交流小舞台”，

让他们发表个人的阅读看法，并通过交流的方式，促进学生个人

价值观的形成，更为全面地汲取历史智慧。

以《淮阴侯列传》为例，教师让学生分析：造成历史人物悲

剧的原因，并谈一谈对个人的启发。这种问题的设置可以充分展

示学生的看法，也能让他们真正汲取历史中的智慧。有的学生说：

“韩信为刘邦打天下立下赫赫战功。但是由于刘邦功高盖主，造

成悲惨的命运。与此同时，韩信本人自大、自负，并注重权势。

以上种种极易引起君主的猜忌，造成韩信悲惨命运的结局……。

这其中蕴含了性格决定命运的智慧。”教师构建属于学生的舞台，

让他们在此过程中，深入分析人物，以及与人物相关的各种事件，

了解人物的性格，并从世代背景下，解读人物，解读人物悲剧产

生的原因，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让学生从历史人物中汲取智慧，

促进他们语文综合阅读能力的提升，也充分发挥阅读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认为：深度视域视角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的

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够促进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并在此过程

中，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此外，深度视域的内容较为广泛，

此部分内容只是展示其中的冰山一角。为了更好地将深入视域与

高中阅读融合，教师需要加深对深度视域的了解，并深入挖掘《史

记》中的育人元素，真正打造具有深入思考的语文课堂，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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