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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理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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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所熟知教育的目的它已经不仅仅只是让学生去学习了，最重要的还是要学生去学会

学习，教育心理学中的元认知是对认知的认知，与我们所追求的目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历史教学中，将元认知理论融入

教学过程当中，对于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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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ocial context,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s we know it is not only to let students lear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et students learn to learn, metacognition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is the cognition of cognition, and the purpose we pursue has

similarities. I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the integration of metacognitive theory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has a huge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story teaching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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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认知理论

元认知这一概念是 1976年由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弗拉

维尔提出的，他说元认知就是对认知的认知，具体来讲：“是

关于个人自己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调节这些过程的能力，对思

维和学习活动的知识的认知和控制。”[1]

元认知理论它包括元认知结构以及元认知策略。其中元

认知结构它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是元认知知识，什么

意思呢？就是对认知过程的知识和观念，对能够有效的完成

任务时所需要的技能以及这部分来源的一种意识，简单来说

就是知道要做什么。在它之下又细化为三个部分的内容：

（1）个体差异，我们作为个人学习者所知道的知识以

及与其它学习者的一切特征的认识。比如说知道我们的认知

能力可以发生改变。

（2）有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任务的认识。比如涉及到

的学习资料学习目的的一些认知。

（3）有关学习方式方法上的知识，也就是策略知识，

这属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调节和改变的一种意识，是过

程性的知识。

另一个就是元认知控制，简单来说就是对我们认知行为

的一种控制和调整，即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们知道

怎样成功的去完成它，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它也细化为三部分的内容：

（1）计划，就是我们在做某一件事情之前对事件的一

个整合，预想出结果以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想出

对应的策略解决的一种方法。

（2）监控，就是我们在实际的活动过程中，我们能够

通过同预计目标的对比知道任务的完成情况，并且反馈活动

的不足和结果，从而预估自己的水平。

（3）调节，通过对活动结果的一个检查，知道活动过

程中出现的不足，并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从而调节我们

的元认知策略，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 元认知理论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2.1课前——明确目标制定计划

根据元认知理论结构中元认知知识相关的知识，我们可

以知道，每个学生对于元认知知识的了解和掌控是不一样

的。贺尔特根据研究发现，学习好的学生比学习差的学生更

多的根据元认知策略来监测自己的学习。所以，为了使得更

多的学生能够更加灵活的运用元认知理论来提高自己的能

力，我们首先要帮助学生积累关于历史的元认知知识，为学

生能够更好的学习历史打下基础。表现在课堂教学中的课前

准备工作，在正式开始上历史课之前，我们要帮助学生宏观

的分析教材的结构，难易程度，各个单元各个课文子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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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逻辑和联系，使学生在上课之前能够大致的了解所学

的历史课本的相关知识，有一个大概的框架。在现实的历史

教学中，体现在开学初，中学历史教师所上的绪论课当中。

这是从比较宏观的课前来分析，再微观细化一点，具体到课

本某一课的内容上面，教师应该在课前帮助学生分析本节课

的内容，联系之前的内容。比如在讲到部编版初中历史七年

级上册第 9 课秦统一中国时，提示学生联系之前学习到的诸

侯争霸相关的内容，在导入的时候使用复习导入，可以说：

“前面一个单元我们学习了经过春秋 300年的纷争，形成了

战国七雄的局面，他们之间兼并战争不断，各国势力此消彼

长，其中地处西部的秦国日益强大，威胁着东方的六个国家，

他们之间到底鹿死谁手？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今天的

新课。”之后再针对导入的问题给同学们布置下相对应的任

务，最后的赢家为什么会胜利？他有什么优势？结合之前的

内容联系课本知识，找出答案。运用元认知策略中的计划策

略，给学生留下一系列的任务，让学生在得到具体的目标之

后，有意识的进行学习。“教学的内容并不复杂，知识点之

间也有继承发展的联系，但是他们在学习方法上存在并列关

系。”[3]这就要求教师要继续帮助学生掌握采用相应的策略

和方法进行预习。有的学生知道目标之后也带着目标去学习

了，但是预习完了问他他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因为他没

有正确的运用元认知理论当中的策略，只是停留在初级阶

段，只用到了计划策略，但是没有动用到监控策略，就像监

控策略当中的集中注意里的一点，在课堂中，有些学生往往

很难把注意集中在教学任务上，而分心于那些有吸引力的事

物。为了克服这一点，教师需要将元认知策略结合起来使用，

不仅仅是留下任务，还要指导他们如何完成任务，这有许多

方法可以使用，比如根据历史知识的特点进行记忆的方法，

目录，提纲式的阅读方法。最简单的，在黑板上或者 PPT上

写出问题，要求学生根据问题标出任务所需的知识点，或者

要求制定表格提纲来保证任务的完成。

2.2 课中——选择策略与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首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任务选

择有效的教学策略，需要注意的是，教学策略不仅仅包括教

师的教，还包括学生的学。知识难易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

教法和学法，比如，在课本中能够直接找出来的，能够很好

理解的知识，最好是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阅读寻找

出答案，随机抽取学生回答问题，给与反馈就行了。对于那

些课文中比较难以理解或者是已经超出了教材的内容，就需

要老师寻找辅助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比如运用文字史料，图

片或者视频，学生的学法则是通过小组讨论合作，从而运用

归纳演绎的方式自己找出答案得出结论，教师加以补充总

结。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情况都要遵循学生主体的原则。其次，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培养。这比较抽

象，所以需要老师的引导和示范，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思维

模式，学会自我调节。比如在监控策略中领会监控这一点所

提到的关于阅读的方法。在阅读材料的时候，教师先通过示

范教学，模拟学生可能会在阅读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后

针对问题作出相对的解决方法，如变化阅读速度，历史涉及

的文字史料比较多，很多史料的篇幅很长，针对不同难度的

章节，选择不同的阅读速度，较难的要放慢速度，除此之外，

历史相关的文字史料涉及到文言文，而由于文言文在现在的

生活中运用太少，很多字词不好理解，遇到这种情况，要教

会学生学会中止判断，因为后面的文章有可能会补充这一

点，还有一个方法是学会猜测，联系上下文判断自己的猜测

是否正确等等。通过示范，让学生模仿找出结论并且学会表

达出来，从而不断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逐渐学会根据不同

的学习任务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提高元认知能

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教学方式的变革。最后

再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格外注意学生的元认知体验，针对

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从而增加学生成功的体验。

2.3课后——反思和调节

在一堂课结束之后，为了更好的使学生们自觉的运用元

认知策略中的调节策略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在课后，必

须通过练习和作业来检测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效

果，让学生在练习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自主寻找渠道来

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还需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

行反思，比如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反思日记的撰写，通过不间

断的反思，就可以训练学生利用元认知理论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反思的过程中还能够加强元认知理论策略的运用，比

如计划策略表现在发现错误后，制定避免错误或者减少犯错

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元认知理论参与其中，就可以逐步

提高学生的元认知能力，使学生的元认知水平的发展由他控

逐步走向自控，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从课后的反思和补救

走向课堂中对自己学习过程的主动有意监控，从而提高学习

效率。

3 总结

元认知理论目前在应用于历史教学方面的发展还处于

起步阶段，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比较少，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

有意培养和训练，可以帮助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学习历史的

习惯，并且由于历史的包容性，这些学习习惯还可以渗透到

其它的关联学科。其它学科知识的积累对于学习历史来说绝

对是利大于弊，因此，元认知理论在历史学科中的应用要当

成一项长期的工作来落实下去，使学生真正的学会学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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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学生学习方式的同时还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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