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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刘立伟 

（山西省洪洞县第二中学  041600） 

 
摘要：高中历史学习旨在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使其具有正确

的三观。高中作为人生最重要的学习阶段，学生具有巨大的学习压力，

一旦教学有所偏差，容易误导学生发展。本文主要讲述人文素养的含义

以及高中历史教学培养人文素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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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时代里程，承载着一

个民族的汗水与鲜血。正是这种无法掂量的进程，使其具有极强
的人文性。高中生作为青春期末尾，其思维发展容易受到误导，
而学生应当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爱护
中国。 

一人文素养的相关内容 
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后自主提升道德素

养，同时提升审美情趣，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观念的统一。换言
之，人文素养属于人性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种培养过
程是由外到内的，必须通过大量的中国历史文化洗礼，需要大量
的历史知识熏陶，进而令学生从知识的海洋中了解到人文情怀。 

人文是历史文化的核心，是民族坚定不移的理想。历史学生
与语文、数学、哲学等多学科均有联系，通过历史学习，有助于
将知识融会贯通，将教育、科技与人文精神相结合，令学生更深
入地认识文化传承的意义，最终实现审美情趣、道德素养、学习
能力等提高，成为具有爱国情怀、竭尽全力发扬民族精神的优秀
人才。 

二当代高中生人文素养现状 
随着社会快速进步，历史文化不再局限于单个民族，东西方

相互碰撞，大量的历史观点以及理论涌现，从而不断改变着高中
生的道德素养、文化素养。常言道“学好数理化”，令全国高中
生都过于注重理科知识，认为理科知识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历史文化缺乏实用性，导致学生不愿耗费精力和时间学习历史
知识，知识框架的缺失，口语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逐渐减弱，未来
难以适应社会需要。 

高中生人文素养较差的主要原因包括三点：首先，高中生过
于看重得失，这也是社会普遍现象，强调事业与利益，从而强化
高中生对物质基础的向往。但是，人文素养的缺失，学生的思维
出现偏差，未来的梦想局限于豪宅、豪车、金钱等，导致精神层
面的贫穷。其次，高中生缺乏坚定的目标，容易丧失自信心。如
今，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虽然生活愈
发便利，但是金钱至上、利己主义深入人心。人文素养逐渐下降，
而且高往往容易在物欲横流中迷失，缺少精神慰藉，造成群体性
信仰迷失。最后，学生的道德素养下降，原本，高中生应当是青
春活力的代名词，但是，随着社会环境恶化，校园暴力事件频出，
无数次伤害着群众的内心，引发众人思考。 

因此，历史教育工作者应当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这
项任务并非一日之功，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数次尝试
以改变教学策略，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培养体系，要求历史教师运
用中国历史文化熏陶学生，开拓学生研究，加深爱国情怀，真正
找到心灵的慰藉。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素养的培育策略 
（1）提高学生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传统历史课堂无非两步骤：第一，教师自顾自讲述历史故事，

过于在意教学效率，而并非考虑学生是否认真聆听或者是否有兴
趣学习。第二，板书与笔记。教师将重难点内容写至黑板，要求
学生一字不落地抄写，学生反复抬头、低头等行为，大脑并为深
入思考历史知识。而且历史知识点较多，学生的记忆负担异常繁
重，绝大多数学生没过多久就彻底忘记，学习过程中意志不坚定，
被动学习，从而导致学习热情大幅下降。要想将历史知识与人文

素养相结合，必须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促使学生从内至外热爱
历史知识。历史教师必须构建满足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环境，选
择人文化的历史素材，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帮助学生加强德育
素质的培养。例如教师讲述“抗日战争”知识点时，历史教师应
当摒弃传统教学手段，通过引入人文素材，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
抗战纪录片，甚至可以讲述自己从长辈口中听到的战争消息，从
而促使学生深入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烈士的英勇精神，消除学
生与历史的隔阂，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居安思危的意识和
爱国主义情怀。如此以来，学生愿意主动探索历史知识，提高学
习主动性以及自身人文素养，丰富精神文化追求。 

（2）拓展历史教学内容，丰富历史知识的人文内涵 
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教师必须拓展教学素材，而且不能一味

地解答学生问题，必须促使其主动思考，起到从旁指引的目的。
同时，运用举一反三的教学技巧，加深历史知识的感染力，震撼
学生内心。例如教师讲述南京大屠杀事件，教师应事先讲解当时
的背景知识，并播放“南京、南京”电影，虽然电影片段较为残
忍，但是历史就是依靠浴血奋斗而得到。此外，教师应注重挖掘
历史人物，通过某个英雄来传达相应的人文精神，例如狼牙山壮
士等，这类家喻户晓的英雄，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内心共鸣，而且
让学生明辨是非，深刻体会，吸纳他国文化之精髓为我所用。如
此，教学内容与教材相呼应，拓展学生眼界之余不受到教材的束
缚，通过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促使学生主
动追求崇高的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 

（3）小组合作式学习 
班级授课方式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无法跟上进度，由此，小组

合作学习方式成为当下流行的教学手段，旨在加强班级凝聚力，
培养学生感情，取长补短。同时，教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择学习素材，主动设计学习方案，只有满足学生要求，方可最
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例如讲述唐宋知识点时，教师要
求学生五人一组，然后设置问题：唐宋两代是否具有共同点，差
异在哪？这类开放性问题有助于得到风格迥异的答案，而且不存
在标准答案，只要答案合理即可，潜移默化中拓展学生眼界。同
学们热火朝天的讨论，各种奇思妙想和独特的见解都被渐渐放
大，对于一些分歧共同进行探究，是对这些内容很好的巩固作用。 

最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设置问题：你们愿意回到
唐朝还是宋朝，原因呢？从而拓宽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人文精
神，将历史与现实统一于精神追求中。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有助于拓宽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

思维能力，教师应当改变教学手段，提高学生主体地位，营造良
好的教学环境，拓展历史教学内容，丰富历史知识的人文内涵，
小组合作式学习，挖掘历史知识中蕴藏的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
养，培养优秀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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