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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对历史教学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 
◆郑涛涛 

（宜昌市三峡中等专业学校  443111） 

 
摘要：当今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学观念正在逐渐转变，从应试教育转变

为素质教育。本文从自身的教学经验出发，结合新的教学改革，对历史

教学中如何进行素质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笔者认为，在新的教学形势

下，历史教学需要处理好课堂中的双主地位，处理好历史教学的三大任

务，促进历史教学的长远进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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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
人才，因此，在教育教学中推进素质教育是正确的选择。历史教
学是一门重要的课程，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对我国以及世
界各国的发展有着非常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了解各个地区的历史
发展进程，了解过去、展望未来。但是传统的教学手段，让越来
越多的学生将考试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偏离历史教学的初衷，
难以有效进行素质教育。 

一、传统历史教学的问题 
（一）教师角度 
教师在教学中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将学生的大脑作为储

备知识的仓库，教师拼命的输出，学生被动的接受。一部分教师
在上课的过程中，认为上好课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考试中获得高
分，教学观念是“知识第一，考试万能”，割裂了历史教学任务
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师运用的教学方法一般都
是知识点教学法，圈点教学法，教学气氛比较沉闷，教师讲解起
来滔滔不绝，违背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学生的智慧得不到
发展，培养出来的是机械性的人才。 

（二）学生角度 
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往往认为死记硬背是 佳的方法。

常常会形成这样的概念，历史学习就是死记硬背，不管理解不理
解，背诵的越多越好。在学生看来，只有在学习数理化的时候，
才需要理解与思维，历史学习不需要动脑筋，还有一些教师认为
历史属于副科，没有给与高度的重视，加深了学生对历史学习的
误解。因此，在日常的学习活动中，根本不积极参与课堂教学，
抹杀了历史科学能力的价值与功能，对素质教育的实施有着很大
的阻碍。 

（三）考试角度 
考试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考试，有利于检查

学生的学习效果，考试成绩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是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考试形式过于单一，考试内容多半是书本上
的死知识，侧重于考察学生的记忆能力，这种考试方式对学生的
负面影响比较大。教师埋头于研究考试考题，将完整的知识进行
肢解，分割，让学生死记硬背，同时对学生采取的是题海战术，
培养出来的都是高分低能的人才。 

二、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处理好历史教学三大任务的内在关系 
历史教学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知识，一是思想教育，

一是能力培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知识
是基础，思想是灵魂，智能是关键。解决这些问题，是当今历史
教学需要研究的主题。将学习效果比作果子的话，学生跳一跳摘
到果子比一伸手就摘到要好些。大量的教学实践研究表明，仅仅
注重知识教学、死记硬背，只会让学生变得呆板机械。因此，高
举素质教育旗帜的今天，要克服传统教学的偏差，以智能培养为
核心，做到授之以渔。 

（二）尊重主体，创造和谐的教学气氛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人们将永远赖以自立的是他的

智慧、良心和人的尊严。”从教学角度来讲，要尊重学生，保持
师生之间的情感、知识上的交流，鼓励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潜能
的开发，鼓励学生敢于破旧、大胆质疑，敢于突破思想的束缚，
大胆的挑战传统观念。教师要让学生理解，教师讲的、书上写的、
专家权威的话语不一定都是对的，要引导学生大胆的质疑，提出

自己的观念，勇于发现问题，得出正确的结果，鼓励学生大胆的
问几个为什么，让学生追根寻底、追求真理，将学生潜能释放出
来。 

好奇与质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巴尔扎克曾经说过；“打
开一切科学大门的钥匙都是毫无疑问的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
发现都应该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
个为什么。例如，在中国近代史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我们会学习
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的洪仁干所著的《资政新篇》。教材关于其内
容是这样介绍的：“主张同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平等往来，
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而数条史料中写道：“凡外邦人技艺精巧，
邦法宏深，宜先徐其通告，但不得擅入旱地。”这个时候，引导
学生提出质疑，自由通商，但是又为什么不得擅入旱地，对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再例如讨论秦始皇的功过问题，功过问题各执己
见，教师不应该干涉学生思维，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理由，
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与培养能力的目标。 

（三）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师要做到认真备课，挖掘教材的深度。例如，在学习《戊

戌变法》这节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准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
有袁世凯向那拉氏告密的事件，变法会失败吗？”。这样的问题，
会引起学生的极大兴趣与强烈的情感共鸣，让学生开展积极思维
活动， 终学生讨论出结果：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与帝国主义支
持等方面的因素，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能力，提高课
堂教学的吸引力。有的时候语言过于抽象，学生感觉到比较枯燥
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影响学习活动的实效性。例如，在讲解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意大利为什么没有马上参战这个问题，教
师就可以因势利导，生动有趣的让学生了解当时的大战性质，产
生良好的学习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的教学方法要灵活多变，
例如，在学习“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这一节课的时候，在上课
之初，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满江红这首音乐，这首词曲气势磅礴，
具有比较强的感染力，生动的展现了岳飞的情怀与雄心壮志，自
然而然的导入新课，教学效果比较理想。 

（四）整合教学内容 
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容易将

知识混淆。很多历史知识之间都存在相似性，还有很多需要学生
大量记忆的知识，这是学生学习历史的症结。教师在教学的时候
应该理清思路，突出主题，抓住重难点，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将历史知识逐渐的简单化、明确化。例如，抗日战争中的许多著
名战役都让学生出现记忆混乱，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去理清思路。
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的

大胜利；忻口战役是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百
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这种将大型战役总结在一起，
并且用量化的方式进行归纳总结的方法，有利于强化学生记忆，
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林浠.历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南平师专学报，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