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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学生为本理念的思考 
孙宛宜 

（西安市高新第二高级中学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新课改倡导转变教师角色，力求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历史教学中，部分教师利用课堂讨论活动，以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但部分课堂活动存在很多问题，流于形式，并不能改变师生角色的转换。针对此种情况，笔者建议在合理运用课堂活动的基
础上，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为主，多方面树立学生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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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要求在课堂中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正确的，但要把

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实属不易。新课程要求根据课程标准“倡导学生
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性、积极性与参与性，培养学生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7 发挥历史课堂学生主体性
的地位，要有效合理的进行讨论活动安排，更要关注学生历史思维
的发挥和创造，这是历史课堂高效性的关键。历史思维是再认和再
现历史事实，解释和理解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进程，分析和评
价历史客体的一种素养 8。如何使其渗透、运用到学生的生活当中，
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的最好方式。 

一、专有名词的深化 
历史课堂教学中涉及很多专业术语，但学生对这些专业词汇一

知半解，仅仅停留在表面释义。因此在历史问题释义过程中，学生
答题语言空乏，不够准确和专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平日的课堂
教学应注意专业术语的释义和规范。以高一必修二《改变世界的工
业革命》一课为例，工业革命的内容学生在初中已有了解，这节课
在此基础上深化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作用。这节课贯穿了不少专
业术语，如“科学技术革命”、“垄断组织”、“财阀”等术语。在教
授这节课之前，我感觉学生至少耳有所闻，但教学中反馈的结果恰
恰相反，多数学生对这些术语没有认识。所以“释疑”这个环节不
仅仅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给与学生对于历史问题细致
的深化。 

二、历史视角的扩展 
在教授高一、高二的历史课程时，我发觉两个年级的学生对待

历史影响的评价一直是缺失环节，学生不清楚如何对应措施逐一评
价，而且不清楚从哪些方面评价。涉及到历史事件或人物评价时，
惯常使用国内和国际或者当时历史环境和未来这些方面评价，但还
应注意使用中西比较方式，学生会对历史问题有一种横向认识，拓
宽自己的知识维度。在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排上也能体现这一点。
探究历史问题时，注重交流的角度，将会让学生感受到更多知识的
贯穿。 

三、课堂活动的互动 
课堂活动不仅在课堂中进行学习探究，这学期还在课前给学生

布置了“历史上今天”这个活动，用史料记录过去的今天发生了什
么事，但上学期进行的时候问题很多。很多学生后期就是应付差事，
在网上搜索，上课照着手机读。为了修正此问题，这学期我专门会
把每天要说历史大事的学生叫到跟前查看他们的资料，对一些有问
题的地方督促他们在课前完善，这样呈现给大家的知识准确性就会
提高。对查资料的学生和听资料的大家都会有所提升。以一个学生
主体调动了全体学生的参与性，还会让班上个别学生对这一问题进
行评价，这就达到了小规模的互动。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历史教材是学生学习历史的权威材料，学生长时间认同和肯定

的知识体系会形成思维定势，以至于他们难以解决考试和提问中出
现发散性问题，思维陷入僵化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就要发挥
自己的引导作用，善于以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让学生解答。以历史
进程中人物评价问题为例，关于“拿破仑地位的评析问题”，学生
按照传统观点会觉得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具有侵略性，不利于欧洲局
势稳定。但实际上分析拿破仑要结合历史时代背景一分为二的评

析，学生就会清楚，历史进程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决策，当他
们明晰这点之后，以后遇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析就要辩证的看问
题。由于历史本身不可重复性的特点，人们要理解历史，就必须在
学习时做到“神入”历史“，只有站在特定环境和角度去思考，才
有资格去评说历史”。9 

五、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意识 
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是打破思维定势的一种重要方式，学生学

习每一课时都能合理运用这一思维学习历史。如：袁世凯没有窃取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孙中山总统的领导下，辛亥革命后的形势
和国家走向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如果西方列强没有通过鸦片战争
打开我国国门，我国闭关锁国的态势会持续多久，近代化运动还会
缓缓进行麽？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标准答案，师生都会以一
种开放性、灵活的思维探究这些问题。而且学生逆向思考这些问题
的时候，还会增长很多扩展知识，历史视野也会更加宽广。要做到
逆向思维的养成，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随即突显。教师需要在备课
时扩宽自己的思路，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的历史思路，发挥其主
体性。 

六、培养学生联系现实的历史意识 
我在这学期初高中历史课堂中设计了一个课前活动，叫做“历

史上的今天”，让学生课下准备材料，利用课前五分钟为全班同学
讲解过去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件，重点述说一件历史事件即可，并
谈出自己的感想。比如 2013 年 11 月 11 日是学生们熟知的光棍节，
但在过去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95 周年：
1918 年 11 月 11 日，《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签订，德国投降，历
时 4 年零 3 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今天还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节：1949 年 11 月 11 日，中央军委正式宣
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通过这种形式的课堂活动，可
以让学生对比古今，形成一种进入时空隧道的感觉，还能通过过去
的历史关照现实。 

综上所述，教师要发挥好学生本位的新课改理念，并不是进行
形式化的讨论，而是要发挥自己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和调动
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让学生脑子动起来。要把学生本位的理念落
到实处，教师必须先更新理念，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认真分析整
合课程内容；还要进行跨学科的深入和扩展，最后要加强自身的人
格魅力和素质。新课改的学生本位理念不是忽视教师地位，教师更
要运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为学生整合出一张历史思维导
图。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阅读、讨论，形成自己的历史观，
与教师进行良好互动，真正把课堂教学形式的多样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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