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16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王蕙存 

(吉林省辽源市教育学院) 

摘要：伴随新课改的持续推进，教育领域对于高中历史所用的授课模式也有了新的要求。目前，学校在开展高中历史的教学当

中，会将培养学生本身批判性思维作为教学的前提，并且为学生传递历史知识，这不只有助于学生的成长，还能够让高中历史的教

学能够可持续发展。但是，高中学校在进行历史教学以前，需要先确保老师是否拥有批判性思维，借助全新的授课模式及其相关的

资料去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下面就高中历史教学当中怎样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些有效的措施，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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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高中历史教学之中，老师被应试教育所影响，为了能

够在较为有限的课堂当中能够把课本的重要内容传递给学生，通常

是借助“灌输式”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造成学生在学习当中处在被

动的位置，仅能机械的去学习。这样的授课方式不只无法提升学生

在学习方面的能力，还和新课改所提出培养在批判思维方面能力的

要求不相符。即使目前教育部门一直鼓励进行素质培养，但是在具

体的教学当中却未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高中历史的教学当中，

老师应该主动改变以往的授课模式，使得学生逐步形成批判性的思

维及意识，进而指引学生正确去看待历史。 

一、高中历史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展开教学的优势 

（一）能够推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批判活动是创建在对某个事物本质及规律方面的正确认知上，

其需要学生对高中历史当中的知识有一定把握，并且对历史知识及

社会生活有全新的思考，这样才可以批判学习当中所存有的错误。

学生在应用批判思维的时候会不断去思考，且对历史知识做进一步

的创新。可见，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之中应用批判思维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培养学生在创新方面的能力。 

（二）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学生在开展批判类思维的训练时，会逐步对知识以及老师所讲

的内容产生质疑，并且借助持续的提问，逐步推进学生现有的思考

层面，也能够让学生独立的进行思考。并且，批判类思维其实就是

在不断去改变原有的，再去创造全新的知识及其理念。在改变的时

候，学生能够对这个观念及其事物是否被改变进行思考，同时应该

如何被改变？经过思考，逐步能够让学生独立去思考。 

（三）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 

在目前的信息时代下，人时刻都可以获取到不同形式的新知识

和观念。然而，这部分观念及知识就是正确的吗？这就要求学生运

用质疑的眼光去看这部分新额知识及观念，避免错误知识所带来的

影响，产生目前社会所应有的价值观，同形成更为健全的人格。同

时，学生正处在接受知识的阶段，其在分辨方面上还较为不足，其

对于知识的理解也较为敏感。在当今时代下，假如无法判断出负面

的思想，防止这些思想产生不利的影响，学生很难会这部分思想所

带歪。所以，唯有对这部分知识加以批判，并分析知识存在的不合

理，才可以让学生避开这部分消极的影响。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措施 

（一）改变教学观念，坚持以生为本 

目前，素质教育开始被很多老师与家长所重视。老师作为学生

在学习当中的指引者，唯有拥有先进的授课理念，才可以给学生提

供更多生活及学习方面的帮助。老师需要及时察觉自己所存有的不

足，努力去学习，对自己所持有的授课理念进行更新，改变以往较

为单一的授课模式。老师需要重视学生的想法，就学生的角度入手，

在指引学生思索历史问题的时候能够运用批判性的思维，要学生努

力体现出自己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对历史事件产生自己的理

解及想法。比如，在学习“‘黑暗’的西欧中世纪”这部分内容的

时候，老师能够引导着学生针对中世纪存在的“黑暗”做批判类思

考。许多学生在一看到“中世纪”时，大脑很快就会萌生出“黑暗”，

但是中世纪的西欧是否“黑暗”吗？老师能够让学生去阅读一些有

关的书，寻找对应的史料，指引着学生展开批判类思考，像是某位

史学家的作品《中世纪的城市》。老师能够鼓励条件允许的学生去

进行有关书籍的阅读，这样能够拓展学生现有的知识，并让原有的

网络得以优化，进而加强学生现有的批判思维，使学生能够感受到

历史的真实，促使其对了解历史有兴趣。分数并不是开始教学的终

极目标，努力让学生形成较好的学习意识才是重要的，可见批判类

思维可以让学生能够应对生活当中的问题。 

（二）强化和学生互动交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历史本来就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厚重感，因此课堂教学通常就显

得较为沉闷。为了令课堂氛围变得更为活跃，老师能够在平时所用

的授课方式进行创新，多和学生展开互动及交流。历史科课堂只有

不再像以往那样刻板和沉闷，才可以让学生有学习的热情。多元化

的授课模式能够让学生对历史学习感兴趣，从而让其能够更有动力

的进行研究。所以，老师需要了解到，在平时的教学当中，教学当

中的主体就是学生，不可让学生相对较为被动，而是要给学生给予

能够参加课堂学习的机会，强化老师和学生的交流。比如，在学习

“开辟新航路”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老师能够把学生划分成小组，

接着给各组布置学习的任务，使学生能够自主的展开讨论学习，彼

此沟通意见。老师能够就新航路开辟所具有的时代背景、条件及其

意义这些小组来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能够在彼此间的讨论及沟通

当中获得结论，从而培养学生现有的批判思维。老师还能够通过讲

授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故事，指引学生对该事件的细节有进一步

了解，让其能够对展开深入的思考。在小组合作当中，学生可以积

极的展开研究，逐步产生自学意识。民主教学是令学生产生批判思

维的前提。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之中，老师需要鼓励学生敢于说出自

己的看法，不过于依赖课本，敢于对课本提出质疑。在较好的学习

氛围当中，学生才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三）设计历史教学情境，感知历史真相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历史进行理解需要学生对那时

的时代背景较为熟悉。学生能够接触的历史知识并不全面，很难对

部分知识有进一步了解。老师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之中需要运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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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给学生设计较好的情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去体会历史

实践的经过结果，让其能够懂得历史所具有的深层意义。老师能够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开展教学活动，使得学生能够产生更好的学

习体验，从而让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批判思考。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之

中，老师不该仅是要学生对课本当中的内容做机械学习，还需要对

知识做进一步的开拓，借此让学生对知识产生进一步理解。比如，

在学习“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这部分内容的时候，老师

在教学当中能够通过多媒体这个技术，给学生放映对应的视频，使

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帮助学生能够用正确的思维来进行思

考。学生在历史课堂当中能够获得批判思维的培养，应该将对历史

知识的整体了解作为基础。借助对情境的设计，学生可以在事件有

关的影视作品之中，进一步分析历史所包含的意味，进而更为积极

的去探索知识。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老师能够了解到那时日

本侵略我国的意图，进而给学生以后更好的学习抗日战争奠定基

础；也可以对八国联军侵华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接触到更为真是

的历史。学生在所设计的情境之中，逐步了解了历史的真相，产生

批判思维，可以针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同时勇于和有不同看

法的学生展开交流，营造出较好的学习氛围。 

（四）收集多元化史料，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事件 

在对历史的研究当中，历史文献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媒介之一，

是人们研究历史并揭露真相的主要根据。所以，老师需要给学生传

递史料收集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借助史料来了解事件的本貌。此外，

收集、整理及其分析史料方面的能力对教学而言十分关键。历史即

使较为客观，但是对历史的记载及看法还是会被主观方面的意识所

影响。因此，在进行史料的搜集时，老师需要努力让学生从多个方

面与角度进行搜集，进而让历史实的面貌得以还原。借助搜集史料，

学生可以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强化自己在

批判思维方面的能力。比如，在学习“戊戌政变”这部分内容时，

该堂课需要学生把握戊戌变法最终失败的外部因素，但是课本却极

少提到内部因素，也并没有明确戊戌变法当中所存有的不足。课本

当中讲解戊戌变法这个改革，通常是围绕着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

斗争，造成很多学生在结束这堂课的学习之后，仅是将戊戌变法未

能成功的原因归结成顽固派所给予的干预。学生在不够了解历史背

景的状况下会产生较为表面的思维形式，将历史问题看得太过简

单，造成学生在分析方面的能力很难获得提升。所以，在平时的教

学之中，老师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史料，使学生能够通过历史的

现象去看清本质，使学生能够借助史料来对事件展开批判思考，从

而提高了学生在历史科目方面的素养。老师在高中历史的教学之中

培养学生现有的批判思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历史课堂的效

率。 

（五）优化问题设计，培养学生批判思维 

老师在平时的教学当中完成所设计出的问题，是强化学生现有

思维能力的方式之一。老师在教学当中如果能够设计出较为优质的

问题，不只可以让学生本身的思维能够获得激发，并且在提升学生

学习热情及其强化批判思维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学习“大

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这部分内容时，老师能够借助对学生进行呈现，

美国在 1935 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接着再提出相应的问题，这

个法律在落实期间所重视的点和以前有着一定不同，其所重视的重

点有哪些，学生在通过思考以后会回答，该法律法规注重社会当中

的弱势群体，接着老师给学生细致的讲解罗斯福关注的是身处美国

经济底层的人们，同时给学生介绍新政落实以前，底层人们如果想

要所得到国家的救济十分困难。然后及时和学生呈现《财产税法》

有关的材料，并且提出一些问题，在落实这个新政的时候，是借助

什么手段来实现社会义务的？并且引导着学生去分析并回答出罗

斯福所运用的是跟富人征税的方式做到的。为了能够深化学生对于

知识的理解，老师在给学生呈现《公平劳动标准法》有关的资料，

并且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这部分材料展现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及理

念？学生都回答：平等。老师在学生进行回答的时候，继续给学生

讲解罗斯福落实新政后让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即使罗

斯福所落实的《社会保障法》，在真正落实时遭到了很多因素影响，

并且其还有许多需要优化的地方。把农场工人及其家庭仆人去除在

退休条款以外。然而，人们却比较青睐这个措施，把其称作最伟大

的成就。然后老师又给学生展现了共和党议员对罗斯福《财务税法》

进行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一些问题，这部分人对新政的落实有着怎

样的态度。这时学生回答道：反对。接着老师再借助给学生呈现《共

产党宣言》的内容，指引学生回答为何这部分共和党议员会反对罗

斯福的新政呢？学生在完成该资料的阅读以后，作出回答：因为这

部分反对者觉得对于罗斯福新政当中有很多措施都是源自于共产

主义理念。之后，老师能够结合学生所作出的回答，继续进行讲授。

最后，老师再跟学生呈现罗斯福所说的话：在美国，任何一个人都

没有我国更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及其私人利润制度，同时将此

作为基础让学生进行回答，为何十分钟爱资本主义的罗斯福会提出

新政呢？该问题有着较大的难度，老师需要及时给学生呈现一些有

关批判与反对罗斯福的材料，并且让学生能够认真的去思考，罗斯

福有着何种远见，其提出的新政想好达到何种目标？学生通过思考

得出，罗斯福提出新政最终是为了让美国快速走出经济危机，拯救

快要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使老师在教学当中设计出的问题以学

生目前的认知很难准确的回答，但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通过思考

最后得出结论，而这也证明了这样的设计方法能够强化学生的批判

思维能力。 

结束语：总之，目前高中历史教学当中还是有着很多的问题。

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之中强化学生现有批判思维能力，可以让教学的

效果变得更好。老师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改变以往的授课理

念，强化和学生的彼此沟通，给学生给予更为学习的空间，强化学

生在史料搜集方面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进而强化学生在批判思维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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