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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学历史教师史学理论修养的重要性
朱文霞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史学理论是史学研究者对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在理论上进行的概括，将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理论问题作

为研究对象，如关于历史学的概念、特点和功能，包括史学方法、史观等，学生不仅需要对历史本体论进行理解，并且随着

新课改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学历史教学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史学方法、史观、阅读史料的能力等的培养，在中、高考中也往

往存在考查学生史学理论的试题，因此要培养学生的史学理论，教师就得具备良好的史学理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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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史学理论？

1.1 广义的“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是理解过去、解释历史的认识工具，它不单

单针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史实，而是以全部历史和历史

知识作为认识对象。广义的史学理论包括历史本体论，史学

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即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如何认识历史？历史学有什么用？

1.2 狭义的“史学理论”

狭义的“史学理论”特指解释历史观念模型，即在中学历

史教学中所需要用到的“史观”。史观也就是指引我们认识教

科书内外的各种史实的指导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形成独立

的、批判的、多元的历史认识。

2 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

2.1 广义的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学习与应用

2.1.1 历史本体论

广义的史学理论通常是开学第一课的内容，为学生今后

的历史学习奠定基础，能够解决学生在最初学习历史产生的

问题，是中学历史教师对学生进行历史入门教育的理论基

础。

中学生们往往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都会产生什么是历

史？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就极大地挑战了中学历史教师的史学理论修养，史学家们普

遍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实，是对过去的事实的记载，指的是

历史学科”，但是要怎样将抽象的史学理论讲授地具体并且便

于学生理解呢？我们在学习史学理论中，其中很重要的内容

是“如何学好历史这门课程？”即历史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

——知性认识——理性认知，中学历史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也应该按照这一过程的顺序，先重构整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过

程，再向学生提出应该掌握的重要知识点，最后和学生共同

归纳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这一方法同样也能运用在讲解抽

象的“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时，教师首先让学生们把昨天上

午九点到十二点所干的事情写在纸条上，让其中某一个学生

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历史”的概念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历

史学”的概念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的记载，然后请另外一个同

学指出这段记录中是否有不恰当之处，指出的不恰当之处就

是受到记录人主观思想影响下不客观的“史料”。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对过去事实的记录就是在重构历史，而在讲授概念

时就是在告知学生知识点及其本质。

2.1.2史学方法论

史学理论包括了比较分析法、结构主义分析法、计量分

析法等科学的历史学方法，这些方法涉及跨学科、多领域的

角度，为中学历史教师的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更加科

学的理论支撑。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上述历史分析方法，

更加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学会自主运用史

学方法解决历史问题。

其中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最经常用到的史学方法就是比

较分析法，如人教版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的授课过程中，教师通常会在单元小结时

将英、美、法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列表进行发

生的原因、领导人、过程和结果的比较，使用比较分析法的

根本目的在于提出“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那一个时期都会发

生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问题，这一方法既能够提高中学历史

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能够在比较的

过程中发现和验证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不论是纵向还

是横向的比较，把单独的历史事件放在历史长河或者大的世

界历史环境下去考虑，还有利于形成学生的国际视野，进一

步拓宽历史视野，帮助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比较分析法在 2021 年全国高考历史甲卷中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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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一类问题时，首先要先阅读问题，问题要求根据

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存在异、同的原因；其次根据问题要

求仔细研读材料找出美英对华贸易政策的异、同之处：美英

都在严格控制对华贸易，但是美国的控制更为严格，而英国

的更为放松，这只是通过比较而归纳出来的现象，我们应该

了解的是导致历史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其相同的原因就是

意识形态的一致、冷战局势和朝鲜战争的影响，不同的原因

就是两国实力的不同，为谋求自身国家的利益。

2.2 狭义的史学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学习与应用

2.2.1 史观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的体现

史观包括最基本的唯物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进

步史观、人本史观、环境史观。在 2020 年修订的 2017 年版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以初

中阶段历史课程为根基，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

穿整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展现从古至今历

史演变的基本历程以及充满智慧的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劳

动成果和文明结晶，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

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唯物史观就是要

培养学生掌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实践能力是根

本动力”等基本的唯物史观点，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

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需要让学生了解随着生产方式的变

革，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的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如在《中外历史纲要（上）》中，也就是部编版高中历

史新教材的中国史部分，就是以中国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

级的演变历程作为线索进行编排的。这一部分的讲解就需要

教师持有唯物史观这一史学理论修养，为学生指出在中国的

原始社会时期，古人类将打磨的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生产力处于落后极度低下的状态；之后由于青铜器的出现，

中国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通过这

样的归纳式梳理，从简单的历史事实中去归纳出历史发展的

规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促进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2021年 2 月 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的重要讲话，再

一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

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这就要求中学历史教

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坚定且坚决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自

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断。如在《中外历史纲要（上）》

中或者是今年的“四史”学习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带

领人民群众不断探索、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

争等的胜利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所遭遇的挫折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这一段历史时，我们要客观公

正地为学生解说这一段历史事实，既不能因为伟大成果而抛

弃过程中的错误与问题，也不能因为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而

忽略成就，时刻提醒学生们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全球史观在教学中也十分常见，如在《中外历史纲要

（下）》第 2 课古代世界的帝国与文明的交流中“文明之间交

往的总趋势是不断加强，相互影响也不断扩大。西亚的农耕

技术，逐步传到中亚、欧洲和北非一些地区。冶铁技术起源

于西亚，从那里扩散到埃及和希腊等地......”这体现的就是一

种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不仅仅应用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

在中国史的学习中更应该进行渗透，如古代史中唐朝的开放

与对外交流、宋朝的海外贸易以及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在

世界上的传播等，近代史中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

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历史认识会先入为主地阻碍我们接受

新的思维和知识，所以要培养学生拥有广阔的视野，作为教

师就必须深刻地掌握全球史观，跳出原有的国家和区域的狭

隘历史视角，重新正视作为整体的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2.2.2史料的选取与使用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中、高考越来越注重对历史学

科能力的考查，注重用历史材料来考查学生的历史分析和概

括能力，同时因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只有全面系统地了解

掌握历史现象，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即“论从史出”，

并且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只有充分应用史料，才能引发学生

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课堂效率和学生能力。那么应该使用

怎样的史料？如何使用史料呢？这就是中学历史教师应具

备的基本史学理论修养——选取史料。选取史料的标准之一

应该与教学内容相一致，以作为教师授课并提高学生历史阅

读能力和提取信息能力的辅助工具，如在《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 11 课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中引用文字材料

出自宋朝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京城）夜市直至三更尽，

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以说明宋朝时期商

业的新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引用图片材料张

择端所绘宋朝的《清明上河图》。仅仅知道引用什么史料还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9 期 2021 年

不够，还要对选取的史料进行甄别，包括文字是否符合原

版？出自什么文献资料？是第几手史料等等。史学理论可以

用于解决大量原始材料的甄别选取，如果中学历史教师不具

备良好的是学理论修养，将产生“拿来主义”这一问题，不问

出处，不校对正误，拿来就用，这是教师治学的不严谨，是

教学中的失误，将导致学生对史料的解读等有误。

3 结语

史学理论本身就是历史学习的教学理论，而历史教育是

史学理论所具有的教化导向功能的表现，课程改革加强对学

生史学理论的培养和考察要求，因此中学历史教师的史学理

论修养在教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与指导作用，但是我们

要清楚地了解，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的史学理论修养应

该作为教学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主导思想，仅仅用史学理论来

进行授课，将会导致中学历史课堂生硬、深奥且难懂，因此

教师要先具备良好的史学理论修养，然后在教学中灵活运

用，将史学理论与中学教材、课标要求和学生情况等方面结

合起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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