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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历史教学中发散式教学的应用探究 
◆陈立养 

（广东省廉江市廉江中学） 

 
摘要：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常因为上课时间不充裕、书本知识繁重而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提高学生课堂效率、提升学生历史水平、完善学生

历史知识体系，已成为历史教师的首要任务。结合教学经验与学生实际

情况，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发散式的教学方法，其不仅有助于教师教

学效率的提升，同时还能开拓学生历史思维，进而更好地实现学生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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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中生来讲，高中学习充满了压力，他们不仅要考虑如
何才能考入理想的大学，还要承载着家人的美好梦想以及老师的
殷切嘱托，所以一种好的历史学习方法是学生的刚需。发散式教
学正是一种符合当代学生需求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方式相
比，其不仅注重教师的授课能力，更加注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其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还能诱导学生主动探索、
全面思考， 终以轻松的状态学习知识。 

一、发散式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教师知识的储备 
高中阶段，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有一定的要求，首要的是教师

要知识渊博，学识储备要充分，对学生的历史学习来讲，这一方
面因素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其次，历史教师在开启该教学模式时，
要发挥学无止境的精神，在教学的同时提升自身能力，为教师本
人的知识储备量注入新血液，不断扩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增加自
己的学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为学生答疑解惑的过程中，给学生
提供发散思维的机会，进而提升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使历史
教学充满趣味、学生学习更加轻松， 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学生想象力的调动 
相较于历史知识的讲解，教师的首要作用是引导学生如何高

效的学习历史知识、怎样形成完备的历史知识体系。这需要以学
生为主体，展开相应的教学活动。所以，发散式教学的主要问题
在于学生想象力如何调动，针对这一问题，教师要做到下述三个
要求。第一，针对学生识图能力，现在的历史教材为了更生动的
介绍事件，一般配有相应的插图。教师要发挥好图片的作用，使
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同时发挥想象力，置身当时的场景；第二，关
于书本中的文字，教师要详细介绍这些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包括
当时的背景、发生时间、地点及影响等，使学生有一个系统的印
象，方便进行想象；第三，关注历史人物，讲解历史人物的细节、
思想及历史背景，引导学生进行换位思考，想象自己处在同样的
历史场景，以当时人物的思维方式，理解历史事件的目的、意义。  

二、高中历史发散式教学的措施 
（一）开放角度，鼓励求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的思维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1]。因此，在历史教学中，要想充分利用发散式教学方式，首先
要鼓励学生敢于发散思维，同时教师要开放答题角度，鼓励学生
从不同方面进行思考，使学生看待问题呈现多角度、更全面的特
点，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正因如此，发散式教学对教师的要
求更加严苛，在历史教学中，老师始终秉持着求异精神，让学生
无意识的接受到这种影响，从而鼓励学生求异，能全面的理解史
实，提升学生历史水平。 

例如，在讲解《辛亥革命》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提出这
样的问题：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2]。针对这
个问题，学生就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首先是历史意义，接下来分
析成功的原因，其次是思考失败的原因。上述这种提问的方式，
不仅鼓舞学生敢于求异的信心，还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终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历史。 
（二）设置情境，引出问题 
与直接给出相应的问题相比较，情境创设可以让学生更生动

的了解历史，使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助于学生历史能力的提
升。因此，在历史课堂上，老师应该善于用设置情境的方式引出

问题，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丰富课堂上只是简单通过书本授课
教学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关于老师提出的历史问题，教师只
是给出相应引导，而不是具体答案，激励学生开拓思路，鼓励学
生主动发言，勇于说出自己的看法，进而提升课上教学效率。 

例如，当教师讲解《鸦片战争》时，教师可以采取播放小视
频的手段，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了解鸦片战争的内容，更
好地引导学生对实践进行思考。视频播放完成后，老师会借机引
出问题，比如“什么原因造成视频内鸦片战争的失败，这些原因
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发，对国家发展有什么意义”[3]，据此，
学生就会根据播放的短片内容，结合想着书本知识一同思考。此
次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王朝制度腐朽，其他原因有经济、科
技落后，统治昏庸；从中得出这样的启发，人要开拓创新，不要
闭门造车；国家要改革开放，不要闭关锁国。这种问题情境创设
的方式，不仅吸引学生注意力，还开放了学生思考的角度，提高
学习兴趣，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发散思维，发挥想象 
与吸收的知识来比，想象力对于学生更加重要，拥有想象力

可以让学生主动的学习，这种学习效率更可观。学生在孩童时期
想象力 是丰富，如何保留甚至发扬思维活动，教师占据着不可
替代的位置。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激
发学生想象力上，比如在讲新知识之前，老师以上节课学过的知
识为导入，鼓励学生由旧知识向对新知识过渡；老师还可以从教
材上的内容出发，更加深入的诱导学生发挥想象，拓宽学生的学
习思路。 

例如，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课中，老师让学生根据
这个主题展开想象，如果禁止儒家等思想，只允许道家自由发展，
历史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局面。学生充分想象，发表自己的想法，

后老师总结学生的观点，这种方式对发散思维，发挥想象来说
很有必要。 

结束语 
在现阶段，高中生课业繁重、历史知识琐碎，如果固守原有

授课模式，不仅将学习历史知识变为一个难题，甚至给其历史观
塑造设置了障碍。因此，在如今高中历史授课中，要摒弃传统授
课方式，开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发散思
维、开放思考，为学生提供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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