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5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全球史观在高校历史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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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正逐渐成为一个“大家庭”，在

这种形势下，全球史观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它要求人们站在全球的角度，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为最终目标，来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事件，而我国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后，在高校世界史的教学中强调要拓

宽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全球意识，让学生学会运用全球史观来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各种历史问题，以此

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严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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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在高校世界史教学中的应用是由全球化的

发展趋势所决定的，我国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的趋势，在高

校新课程改革时要求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活动，而且随

着多年的教学改革，学校的师生对于在教学中运用全球史

观已有了宝贵的经验，为大规模地开展历史全球史观教学

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但是直到目前，这项工作仍然面

临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  高校世界史“全球史观”教学的现状 

1.1  高校世界史教学运用全球史观的必要性 
在高校世界史教学活动中运用全球史观有其必要的

原因。首先，全球史观下的世界史教学对于学生历史思维

能力的提高和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有很大帮助，在全球史

观的指导下，学生可以对历史的主干知识进行横向与纵向

的梳理，从而对某一类型的历史问题形成完整的认知，例

如，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上，通过全球史观可以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本质相同的历史事件进行纵向

地归纳总结，学生可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俄国的社

会主义革命进行有机的联系，从而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

命的共性与个性有完善且细致的了解，而横向的总结则是

让学生去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国爆发的背景与特征等

内容，从而对整个历史阶段形成全面的认识。其次，在高

校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可以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

进行深入地理解，进而提高学生在现实中运用历史知识的

能力，教师通过将中外的不同历史进行对比，可以使学生

全面认识到世界历史的知识，例如，在讲解“计划经济”

这个课题时，教师除了列举我国在上个世纪的经济举措之

外，也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下罗斯福新政与斯大林模式，让

学生了解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在

特殊的时候也会借鉴计划经济的相关经验，这样一来，学

生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就会变得立体而全面。 
1.2  高校世界史教学运用全球史观的可行性 
在高校世界史的教学活动中实行全球史观有着很大

的可行性。首先，史学理论的发展完善为全球史观教学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国的史学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

展，最开始在封建社会诞生的是封建史学，之后随着中国

的大门被打开，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外来思想逐渐成为了

主流，封建史学也被资产阶级史学所代替，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发展流行起来，并取代了资产阶级

史学，但是在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种现实因素的

影响下逐渐陷入僵化，直到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马克思

主义史学才重新焕发了活力，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

世界的接轨中不断积极进行创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全球

史观，这对于高校世界史全球史观的教学是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的。其次，教师和学生对全球史观已经有了较为广

泛深入的认识，这对于推进高校世界史的教学工作是有极

大的帮助的。教师和学生的全球认识从本质上来说是时代

潮流的产物，全球一体化的观念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对象，自身要具有广

博的知识，他们对于全球一体化的问题极为敏感开放，建

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全球史观，而学生虽然仍处于身心的成

长期，但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他们从书本中看到

广阔的世界，自身也希望用更宽广的视角来解读世界的历

史，两相结合之下，师生对于全球史观的积极态度无疑是

高校世界史教学工作的强力支持。 
1.3  高校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面临的问题 
虽然全球史观在高校世界史的教学中有着其实行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教学仍然

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便是全球史观的重视力度仍不够，

主要体现在教师的观念上，虽然他们对全球化的接受程度

较高，但在教学活动中，大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

响还是十分严重的，在讲课形式上仍偏向于“填鸭式”教

学，教学内容上则会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行割裂式讲

解，不注重各种历史事件中的逻辑联系，例如，日本偷袭

珍珠港和二战的欧洲战场虽然空间地位不同，但二者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对这种联系往往会忽略，这对

于学生全球史观的建立非常不利。其次，是学生历史分析

能力的缺乏，在传统的教学观念中，历史一直是作为一门

人文学科存在的，这使得大部分教师和学生认为光靠记忆

就能学好历史，因而学生们大多会对历史知识进行死记硬

背，不注重理解其内容，更不说发展历史问题的分析能力，

而全球史观恰恰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分析、归纳历史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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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就使得全球史观教学的开展面临许多阻力。 

2  高校世界史“全球史观”教学的改进策略 

2.1  加强教师的理论学习，在教学活动中贯彻全
球史观 

教师在高校世界史的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

在的主要问题是教师对于全球史观教学的认识程度不够

深，因而在教学活动中无法更深刻地贯彻全球史观，所以

我们必须加强教师的全球史观理论，推动他们在教学中进

一步贯彻全球史观。教师应当积极参加有关全球史观的合

作交流会，与其他老师共同探讨全球史观的教学方式，分

享自身的教学经验，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将一些以“全

球史观”为主题的书籍或讲座推荐给学生，也可以组织学

生开办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会，以此加深学生对于学生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例如在讲解“地理大发现”这节课时，

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课前向学生推荐《全球通史》《世界史》

等的相关书籍，让他们带着书籍进行预习工作，对于学生

全球史观的培养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师在正

式的讲课时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引导学生站在全球

的视角上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认识到“地理大发现”对

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由此教师和学生的全球史观会

在一次次的教学活动中得到加强。 
2.2  高校世界史教学中要运用全球史观解读各种

历史现象 
在传统的高校世界史教学中，教师对于一些历史事件

或现象的教学往往是很狭隘的，只是站在一方的角度来评

价某一事件，这样的教学观念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很是不

利，因而运用全球史观教学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有两个方

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教师带领学生站在“全球”的立场

上，辩证客观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事件；另一方面要求教师

引导学生站在全球的角度上评价每一个历史事件，不单单

是站在某一个国家的角度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尤其是对

于一些历史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 
例如，在讲解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我们可以先站在西

方各国的角度，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头人，这场革

命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

利益，一时之间称霸全球；然后，我们站在以中国为首的

东方各国角度来看，当时中国正处于清政府统治时期，实

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做的是“天朝上国”的美梦，

但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

此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痛苦境遇中。对于这两种全

然不同的境遇，我们在教学时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全

盘否定工业革命对于世界发展的功绩，要知道事物都是具

有两面性的，虽然工业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我们国家曾

造成了严重的压迫，但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工业革命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存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是人

类文明前进的重要里程碑。 
2.3  高校世界史教学中要用全球史观对历史人物

进行评价 
在高校世界史教学中，学生由于自身的阅历和知识储

备不足等因素，会对一些历史人物形成刻板印象，无法全

面而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这对于历史的学习是有着很大

的弊端的，因而教师在对学生讲授历史人物时，要注意扭

转学生这种僵化的认识，引导他们辩证客观地看待每一位

历史人物的功过，让他们站在全球的角度上去思考历史人

物做出的每项决定背后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发展是否具有积

极意义，而不是因为一句话或一件事就将一个人“一棒子

打死”，上文说到要用全球史观来评价历史事件，而每一个

历史事件背后都是历史人物在支撑，所以对于他们，我们

也应当秉承着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他们真实的是非功过。 
例如，对于雍正皇帝的评价，很多人都听说过康乾盛

世，对于中间这位被忽略掉的帝王基本上是漠视的态度，

稍微深入钻研过的学生，也只是把雍正定义为一个谋权篡

位、压迫百姓、任用酷吏的暴君，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却是

知之甚少，但实际上雍正是一位非常刻苦且有能力的帝

王，他执政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却扭转了康熙晚年的政治

经济颓势，为乾隆当政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他在位期间

推行新政，实行“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对于中国历史

的发展进步都是有极大意义的，所以教师在历史的教学

中，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雍正这位帝王，既要看到他的功，

又要看到他的过，这才是全球史观最为本质的要求。 

3  结语 

据上文所述，全球史观在高校世界史的教学中有着极

为重要的意义，它对于丰富学生的视野和提升学生的历史

学习能力等都有着极大地帮助，并且随着新课程的改革，

学生和教师的理论观念以及知识储备都得到了扩充，因而

现在的高校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推广全球史观的教学，但

是在实际的教学中，仍然面临着重视程度不够，水平能力

不足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在日常

的教学活动中逐渐将全球史观的观念渗透进去，让学生站

在全球的角度上去看待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每一个历史人

物，以此来适应全球化潮流下的社会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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