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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时期是学生形成正确人格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对高中学生开展德育教育，人文精神培养在高中历

史课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引导学生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当前高中历史

教学形势，分析人文精神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德育教育的借鉴作用，探讨高中历史教学在人文精神培养方面

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有效对策，将人文精神和德育教育灵活地与教学实践相关联，使学生在深化历史

积淀的同时，形成优秀的人文精神，并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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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和人类历史凝聚的

精华。而历史则被看作是承载社会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重

要工具。在开展高中历史课程教学过程中，培养和塑造

学生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将人文主义融入自身品质的塑

造中，在增加高中历史课程实践趣味性的同时，使学生

的人文精神构建起来，为后期品质的良好发展提供基础

和保障，为高中历史德育教育实践提供特色。 

1  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的本质是个体自我关怀的显现，以人为本，

肯定和尊重人的价值，包括对人的尊严价值追求及各种

精神文化的重视程度。“志者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
来之食。”有志气的人不喝偷来的水，品行高尚的人不吃

嗟来之食，这种高尚的人文精神令人佩服和向往。人文

精神是一种理想的人格，代表了某种时代下社会群体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映射了某种时代下的精神风气，能够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品质修养和道德

水平，增强学生的人本责任使命，促使高中生树立传承

人类文明的观念。在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注重人文精神

的教育能推动我国教育体制发展的重大变革，发挥学生

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2  高中历史教学德育教育人文精神培养存在的问
题 

2.1  未能形成人文精神融合的教学体系 
当前，我国高中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仍位于

起步阶段，还未达到熟练运用的成熟阶段，主要表现在：

①多数教师还按照固有的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未能将人

文精神与历史知识实现结合；②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和

教学计划，仍以历史知识点为主，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尚

未达到一个高度；③教学理念尚不成熟。多数历史教师

受传统历史教学方法的影响，未能及时转变观念，在实

际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未能改变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

④缺乏成熟的高中历史与人文精神融合教学的经验和案

例可以借鉴，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人文精神相关教育水

平的提高遭遇瓶颈。 
2.2   未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 
当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仍以应试教育为主题，教学方

法仍以记忆为主，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遭受较大压力。

而以填鸭式的方式对高中历史知识进行记忆和学习也未

能使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定义被高中学生充分理解，同时

枯燥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对于历史课缺乏兴

趣，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因教学方式不当而遭遇困境。 
2.3  仍未形成融合历史教材和人文精神的有效

方法 
达尔文曾经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

识”，高效的人文精神教学工作应将历史课本和人文精神

融为一体。高中历史教材中含有大量培育和塑造学生人

文精神的历史知识，但由于落后观念和教学体制的作用，

多数高中历史教师仍采用拘泥于课本及照本宣科的方法

对高中历史知识进行教授，无法将历史教材和人文精神

有效的融合，难以使人文精神根植于学生的内心，降低

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主动性，对学生未来的性格定型产

生负面效应。 

3  高中历史教学中德育精神、德育教育和人文精
神培养的对策与建议 

笔者认为要解决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人文精神培育

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 
3.1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融洽的师生关系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和营造良好的师

生成长环境。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科技水平不断进步，

现代教育开始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外部环境，在教学过程

中，高中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尤为关键。在高中历史教学

的德育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教师应：①以学生的

个性化培养为出发点，将学生全方位发展设定为开展课

程的目的，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自身形成清晰

的认识，真正实现自我发展。②注重言传身教，为学生

争取更多的高中历史人文精神培养的实践机会，尊重和

理解学生，努力避免过激行为，将耐心和爱心融入到教

学活动中，确保教育及疏导相结合，保证学生能够切实

感受到自己对学生的关爱，逐步建立起人文精神。 
3.2  调整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兴趣 
素质教育主张学生是学习实践中的主要对象，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是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及塑造人文情怀

的重要渠道。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以知识灌输为目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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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学生实践和学习机会的提供，难以使学生真正地从

实践中形成自身对历史教学的看法和建议。新环境下的

人文精神培育应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注重实施情感关怀，

突破单一模式给学生带来的制约及危害，挖掘并发扬学

生的潜力，在历史教学的参与中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情

怀和精神。 
3.3  重视德育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有句话曾说“学生是独特的人，要充分发展学生的

个性潜能”。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教学过程及教学实践

实现学生的各方面发展，只注重知识传授和学生成绩，

缺失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

此，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历史课的过程中，应将才华和

品德的教学融合起来，将人文精神融合在历史教学内容

及日常的历史教学实践中，通过历史故事的分析和研究

来达到影响学生价值观建立的作用，使学生保持自己的

学习态度，学会理解和接纳他人，达到培育学生良好品

质及提高学生历史素养的目标。 
3.4  结合历史学科生动形象的特点 
抽象性的思维特点使得高中生难以理解历史教师大

道理背后所体现的历史实践及其内涵，而有趣的历史实

践则能引发学生的关注。在高中教师开展历史教学，培

育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应提高学生的兴趣并对学生进行

人文精神培养和德育教育，以获得良好的人文精神培养

作用：①要通过多种形式及手段将历史情景还原，如重

现历史人物的各种活动和故事，让学生身临其境，使学

生受到历史文化及历史事迹的濡染和熏陶，达到人文精

神培养和德育教育的目的；②处理好教材，根据人文精

神培养和德育教育的目的，仔细筛选教育意义重大的历

史教学内容和教学知识点，并对确定的教习内容作出详

细的补充，如历史教材吸收科研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

学习内容，让历史内容更具有说服力，促使学生的兴趣

持续增长，为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驱动力。 
3.5  多渠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木村久说过：“天才，就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

迷。”高中历史人文精神教学还应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培养。激发学生对高中历史课程人文精神的兴趣的方法

有：①高中教师应从实际生活出发，以课本为前提，联

系生活实际，构造有趣生动的学习模式，促使学生学习

历史的兴趣和主动性得以发挥，高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生参与历史实践；②借助多媒体

视频、图片等手段，增添历史课程教学的趣味性，增强

学生参与其中的动机，不断的强化人文精神的培养；③

结合案例解读历史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人文历史

事件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产生更多的感悟和思想，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提高学生在人文精神和人文

情怀的心得。 

3.6  改进教学手段 
高中历史知识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的知识

点复杂，而且难以理解，单一的 PPT以及图片教学方法
难以有效促进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点的理解，也无法使学

生体会到历史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和人文

情怀。因此教师应：①不断的创新教学手段，对教学内

容进行分类，将有价值的图片及音频展现在学生面前，

使高中历史的教学富有技巧；②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引导学生讨论问题，进行多元化的分析，了解

历史知识点背后的背景，体会历史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

值得发扬的人文精神；③高中教师在上课时可以采用分

组教学的方式划分小组，就存在的晦涩难懂的历史问题

展开讨论，让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形成对人文精神更为细

致和深入的看法，历史教师应在分组教学或小组讨论结

束后对讨论的效果进行评价，巧妙指出学生理解的误区，

补充学生对人文精神理解存在的缺失之处，促进学生对

人文精神全面深刻理解，为学生未来的人文精神培养奠

定良好的基础；④高中教师还应在课下活动开展角色扮

演，让学生在参与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加深对人文精神本

质的感悟，尊重历史发展，进而不断发扬和提升自身的

人文精神素养。 
3.7  用生活去展现人文精神 
通常历史课件中的名人故事和重大事件会给学生留

下深刻印象，也会增添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气氛。例如，

在探索毛泽东早年的生活经历时，通过播放电视剧“恰

同学少年”达到辅助教学的目的。注重在高中历史教学

中培养榜样和示范，利用树立的榜样去鼓励学生，影响

学生的思想情绪，使学生受到濡染，激发其内心世界对

美好事物的追求，为培养人文精神提供助力。 
3.8  采用各种方式有效融合高中历史和人文精

神，吸引学生的兴趣 
高中历史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历史课程和人

文精神进行融合采取措施：①教师应加强对人文精神的

理解，设置明确的教学目标，拟定精确的教学方案，减

少以历史知识点为主线的历史教学，将人文教学和人文

精神融入到课本之中。改变传统的以填鸭式为主要内容

的历史教学方式，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吸引学生对历

史教学实践的兴趣。②在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解析历史

知识背后的人文精神，提升学生对人文精神的感悟。③

扭转落后的教学习惯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采用讲故

事的形式进行历史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将历史事件

及历史人物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根植于学生的思想中，为

学生未来的优良品格及性格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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