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2022 年 1 月  第 4 卷  第 1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高教理论

关于运用史料培养高中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策略探究
赵霄云

（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第一完全中学　云南　保山　678200）

【摘　要】历史解释是我们学习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核心技术能力和必备素质，对于指导老师和引领学

生的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历史进行解释是认识历史及对于历史中发现的现象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客观评

估的重要方法。在历史教育活动中，史料教学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历史解释元素形成的主要途径之一。运用史料

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历史问题，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提高对历史的解释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更好地

了解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掌握情况，指导教学活动，本文结合当前的教学实践进行了调查和访谈。通过调查，

了解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不足及其原因，为历史解释能力的培养提供切入点和具体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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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cultivate high school 
students' ability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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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core technical ability and necessary quality of our 
study of histor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teachers and lead students’ educ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make rational analysis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phenomena found 
in history. In history educati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eleme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se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 analyze historical problem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explain history.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students’ grasp of historical explanatory ability and guide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 to conduct a survey and interview.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student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and its reasons, so as to provid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d 
specific operation metho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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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统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倾向于对

学生进行教材内容的灌输，要求每个学生都将书本上所

有知识点进行记忆、背诵 ,而忽视了培养学生掌握历史

资料并进行分析解释的技巧。在我国新课标和现代化素

质教育的发展要求下，高中历史教师需要从历史核心素

养培养的要求出发，转变自身的教学观念和课堂教学模

式，重视搜集历史资料，并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予以

呈现。这就要求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充分运用科学的史料，

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于历史的解释能力。

1 史料教学课堂作用分析

史料教学在近几年高中历史改革所探索的新的历

史教学模式中比较突出，对于史料教学中所带来的良

好课堂效应以及学生反馈比较真实，符合了当前史学

教学培养学生历史判断能力和解释能力的具体要求。

在整体的史料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出历史教学，拥有

一个完整且合理的教学氛围，能为学生提供历史解释

能力培养环境。史料教学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大多数是

由教育部门编写的按照时间顺序与主题顺序等堆积的

具体史料，采用史料教学法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教

学手段。史料教学模式在具体课堂中的作用，可以从

学生的课堂表现、教师的教学感受以及具体的历史考

核中充分体现，优势明显。

1.1 史料教学激发了学生的课堂参与感

史料教学所提供的真实资料，如一些真实的历史

图片、历史文献或者历史视频等，能够创造相应的学

习情景、生活情景和学术情景。学生在有趣的史料引

导下能够更加容易接受历史的逻辑思维，形成自身的

历史的观点，获得不同的历史体验感，这种感受会让

学生在课堂中更有参与感。学生在被动学习历史的过

程中，由于视觉听觉等五官感受增强也会化被动为主

动，史料教学更倾向于情境化的教学，让学生能够切

身体会历史人物、史实中的不同感受，增强学生对于

历史的兴趣，使得整体历史课堂气氛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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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史料教学为教师的课堂增添生动色彩

当前历史教材的编写是相对于完整的，将大部分

的历史事件按照具体的历史主题进行时间顺序的编排，

教师依赖教材讲课时，会显得比较枯燥。史料教学促

使教师寻找更多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材料，减少对课本

的依赖，开发更加生动的课堂，采用了史料教学法后，

由于历史事件的具体史料增多，教师能够选择展示历

史事件的材料也增多，在课堂上不会面临无话可讲，

聊历史无据可依的情况。能够减少教师在历史教学过

程中的尴尬局面，或者改变教师教学的“一言堂”现象，

大大提高了学生在历史课堂的活跃度，在课堂活动探

索中也能获得对历史考核的启发。

1.3 史料教学模式下的历史考核形式相对丰富

传统的历史教学并不重视史料解释的作用，只要

求学生死记硬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过程，在考

核学生的历史水平时也大多数是采用了一问一答的方

式，但近年来的历史考核方式逐步向材料分析能力转

变，突出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大多数学生在传统的

历史教学过程中，没有良好的史料解释能力，从而导

致了历史考核水平下降的情况。史料教学为历史学科

的考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在课

堂上得到具体提高，能够很好的应对史料解读等考核

形式，在史料教学模式下，重视历史解释能力能够突

出整个史料的作用，联合历史课堂打开新的史料教学

状态，但是史料教学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2 目前历史解释能力培养的现状分析

史料教学虽然存在比较丰富的优点和形式，但是

在实际的课堂应用中，往往会因为教师的教学意识或

者受到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影响，而出现一些比较严

重的历史教学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培养学生史

料解释能力以及综合表达能力的教学活动进行，在受

到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史料教学存在教学

模式僵化的现象。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存在了五

个方面的问题。

2.1 教学史料堆积过多，课堂的教学效率不高，

浪费课堂时间

史料教学强调教师要在课堂上以具体的历史事件

为核心主题，扩展事件的背景、过程、影响等一系列

因素的史料展示。但有的教师可能在教学的过程中没

有安排好具体的课堂内容，在课堂中展示了过多的史

料，没有具体的史料展示逻辑，导致了课堂上的史料

堆积过多，展示时间占用比率大，没有完成相对应的

课堂教学任务，浪费了课堂的教学机会。史料的堆积

问题限制了学生对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分析能力和解

释能力，学生接受材料的具体能力没有具体提升，众

多史料无形增大了学生的历史学习压力。

2.2 展示史料没有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

教师对于史料解释的权威

史料学习着重于学生对于具体真实历史事件的分

析能力，一部分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更喜欢在课堂上

针对具体的史料，自行作出分析，没有考虑到学生对

于史料的学习和相应的理解。学生对史料分析活动的

开展比较被动，很多教师在一些具体史料的分析上，

更倾向于标准答案，没有启发学生对于史料的解释，

教师也没有将史料分析的标准答案进行分析，让学生

更加了解答案分析的初心以及出发点，忽略了培养学

生历史解释能力的要求。

2.3 将史料教学作为课本教学的附属品，没有正

确对待史料教学的地位

史料作为一个新的教学模式出现在当前的高中阶

段，有其一定的能力培养意义，但是大多数教师仍以

传统的历史教学为主要手段，将大多数的史料作为一

种附属的教学工具，没有正确对待史料教学的意义。

2.4 情境创设使用不当

" 历史的解释必须得以历史的事实作为根本，而

且历史的事实又受到了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的限制，

历史研究者要想真正的了解和诠释历史，就必须深入

地融合到原生态的环境当中，对此进行解释。" 历史

本来就是以前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因为时代距离

的久远，人们对此并不能有很好地认识和理解。学生

作为当前这个时代的新青年，他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经

济发展迅速、经济也繁荣的新型现代化社会，往往都

会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去认识和分析过去已经发生的

事件，不能使自己更好地融入历史当中去，自然会对

出现错误的历史解释。    

2.5 教与学的分裂

在传统历史教学中，教师往往用讲解法直接对历

史进行解释，学生只需记住或能够复述即可，教师的

教代替了学生的学。这就使学生对历史缺乏深入思考，

学习浮于表面，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历史逻辑混乱，

脉络不清，无法进行连续的因果关系的叙述，从而影

响了历史学习的效果。现代课堂教学原理认为，教学

方法是需要我们的师生一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要求师

生必须完成共同教学任务。

3 高中学生历史解释能力的培养策略

采取史料教学的手段，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下拥有正确的历史解释手

段。学生对于中国或者是世界历史的理解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解释能力能够促

使学生拥有更加全面的历史大局观。在史料教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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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不断加强对于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培养。

3.1 扩展历史教学情景，引导学生主动解释史料

历史教学从初中阶段开始，大部分学生在初中阶段

都已经了解了基本的历史事件走向，对于大多数的事件

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了解，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则是将这

些历史事件更加的具体化详细化，所以对于学生在看文

字材料或者课堂教学材料中的理解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教师可以根据历史教材的特点，在每一节课的课堂上安

排具体事件的史料展示，要切实把握史料展示时间，指

导学生根据事件五要素对真实的历史史料进行解剖。安

排具体的历史史料任务，让学生能够自由组队完成课堂

要求。以鸦片战争为例，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将鸦片战

争作为一个具体授课的主题，播放一些关于鸦片战争的

历史纪录片，让学生通过影片了解鸦片战争事件发生的

整个过程和影响意义，并且针对历史影片提出一些相关

的问题。引导学生关注历史影片中出现的关键要素，要

求学生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列出完整的历史逻辑清

单。邀请一些同学在课堂上分享自己对于鸦片战争事件

的分析，并且鼓励学生思考鸦片战争与未来中国历史发

展的意义。开展更多的历史解释课堂活动，帮助学生完

成整体的历史解释流程。

3.2 引导学生自主挖掘丰富的历史资料，加强学

生对史料的解释能力

史料教学的丰富性和灵活可调整性，为历史考核

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在具体的历史考核制定规范中，

史料也被看作非常重要的考核内容，当前的史料教学

手段能够很好的反映出考核的具体要求。教师可以鼓

励学生自主查找的历史资料，并且寻找出自己喜欢的

历史事件，进行史料的展示和分析，这样能够有效撬

动学生在历史课堂中的主动性。相对于教师根据教材

展示史料的方法，学生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小组，利用

多媒体技术或者互联网技术挖寻史料开展分析，学生

对于史料分析会更加印象深刻。在课堂上，教师可以

选定一条历史时间顺序，让学生将其中比较重大的历

史事件作为课堂展示的内容。教师定时安排相关的课

堂展示环节，根据相关的主题设定学生可以选择的内

容范围。比如教师设定中国革命史为主题，学生能够

自由根据中国革命发生的系列事件，进行课堂展示的

选择与学习。如某学生选择了三湾改编这一革命事件，

在当前历史课本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教师可以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让学生完成自身的背景材料，

引导学生去分析三湾改编的意义和对今后人民解放军

发展的作用。

3.3 开展多种形式的历史考核，更好的发挥学生

的历史解释能力

在史料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学生不停的分析具体

历史事件，教师对于学生历史解释能力培养的旁敲侧

引，促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对史料的反应能力。

教师可以适当采用不同的历史考核形式，让学生针对

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完成自身的历史解释小论文。

培养学生的史料分析能力，能够大大的加强学生的历

史逻辑和事件分析逻辑。学生可以挑选多个主题的历

史事件串联从自身的历史分析时间顺序，强调学生要

结合古今发展，挖掘自身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在一

定程度上要求学生，作出历史分析小论文，也能够为

教师了解学生的具体历史解释能力，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和标准。教师在选择历史考核的形式也可以根据史

料教学的开展情况选择除问答题形式外的考核方式。

从而要求学生丰富自身的历史资料库，培养学生的历

史事件积累能力和解释能力。

3.4 设计问题进行探究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利用史料设计有价值的问

题，以问题带动学生对其进行思考，提高分析和解读

材料的能力。通过依托史料指导问题的运用，激发学

生探究的兴趣，帮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以形成自己的历史解释。

结语

综上所述，史料教学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

解释能力是可取的，也是有效的，它既可以有助于帮

助学生在实践中储备基础知识，也可以培养和提高学

生对历史进行解释的意识和能力。历史解释能力的训

练是一个漫长而又必须持续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还

需要我们反复地实践。希望本次研究可以为历史课程

教学中对于历史解释能力的训练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丰富对于历史课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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