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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辩证思维的培养
张振娥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繁华中学　262200

摘　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们辩证思维。历史辩证思维就是能够打破常规静态地看待问题的一种手段，使用

发展角度以及眼光，以此来分析历史的事件，不用拘泥教材当中的描述，进一步地分析历史问题，从其中进行思考。本文先

说明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再对高中历史教学中辩证思维的培养策略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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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学习历史课程，不只是要求学生们记忆历史知识，更要

求学生利用辩证的目光去看待历史，从现实层面来评判以及
分析历史。辩证思维法就是根据按唯物辩证法展开思考的一
种方法。因为历史事件所构成要素的多元与历史事物之间关
系的复杂，使得高中历史课程有着丰富的教学内容。

二、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
第一，整体观。辩证思维的整体观，就是处理好整体以

及局部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局部过程当中，需要
联系整体，脱离整体的局部分析就是孤立的。譬如，在二战
之后，尽管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局部战争依旧
非常频繁。对二战之后美国等国家，除了需要探究其经济发
达等美好一面等，还应当探究其对外强权的政策，这样一来，
才能够全面地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

第二，发展观。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进步与发展的，
具有非常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就实际历史的事件来说，具有
发生以及消失的过程。发展观就是应当运用到历史以及发展
观点来看待问题，将历史的事件以及人物均放到某种特定历
史的条件之下进行评价。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辩证思维的培养策略
（一）创建良好辩证思考的氛围

对于高中时期的学生而言，在每一个层次中历史问题有
着一定难度。学生们能够在此时期无法形成辩证思考的习惯，
为有效激励学生们展开辩证思考活动，历史教师需要从班级
开始着手，让学生们在课堂当中，可以更加自由地研究历史
的问题。如果将学生们置身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学生们能
够体会自学的快乐，自然而言地和其他同学进行沟通与交流，
进一步得到获得更多想法以及感触。通过创设情境这一形式，
创建出来学生们可以掌握、求知欲望高涨的一个情境，从而
可以引起学生们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引导他们运用到辩证
思维来思考历史问题。

例如，在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当中，教师需要向学生
们提问：“康有为以及梁启超二人发动的改革已经失败，为何
人们还评价此次活动就是重要的一场政治改革、从而促进我
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呢？”接着需要引导学生们开展思考活动，
譬如尽管此次运动失败了，对于当时具有一定局限性，然而，
还是具有一定的作用，为以后革命家提供先例。通过此种课
堂教学的形式，有效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让其可以发现问
题，并且提出问题从而能够解决问题。
（二）活化教材，教学内容问题化

活化教材就是科学合理删减以及改造课本中的内容。教

学内容的问题化，这就是将陈述式内容朝向问题式教学内容
的转变。其本质就是有效提高历史知识学习质量。就高中历
史课程来说，内容比较繁杂，知识较为零散，倘若历史教师
只是机械地对照教材进行讲解，进一步地导致时间的浪费。
心理学则认为，学习就是高中生自身认知结构形成的一个过
程。学生们本身的认知结构就是课本知识内容重新组织，应
当使得历史知识朝向学生们的认知结构转化，有必要学生认
知结构以及教材这两者之间架设桥梁，使得高中历史教学的
内容最大限地被简约，学习的内容应当尽可能组成网络。对
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优化以及完善，展开合理改造以及
删减工作，除了有利于提升学生们学习效率之外，还可以使
他们了解知识的理性化、系统化以及结构化。
（三）尊重学生创新精神

学生的创新并不只是表现在结果的新异，更加表现形成
过程的新颖以及思想的基础。学生们能够自主思考，这本身
就是一种创新，尽管思考结果就是前人已然发现的，然而，
这一思想获得的过程以及其创建的基础，即学生们个人的兴
趣爱好以及其知识经验，对他人来说就是独特的。学生们独
立具有特色思考的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学生们的热
爱以及尊重就是新时期教育重要的元素。经过研究表明，学
习本质就是实现、期待以及愿望的一个过程，对学生们的尊
重，将会促进教师以学生心灵上的契合，充分地激发出他们
创造性潜质的发挥。

四、结论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本身应当

拥有辩证思维，深入钻研课本、钻研其中蕴含的历史事件，
从其中尽肯能地提炼出来有深度以及有难度的一些历史问题，
进一步地引导学生们开展辩证思考活动，与此同时，教师还
应当锻炼他们多角度思考历史问题，进一步地解释事件存在
矛盾的地方。对高中学生来说，应该有效提升历史辩证的唯
物主义理论，并且将思想之间转化到学习中，让学生们能够
在学习历史知识当中进行运用，在运用过程当中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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