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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基因和文化传

统，是凝聚民族团结奋进力量的宝贵财富。一个民族

要想占领精神的高地，不能没有历史思维，不能弱化

历史教育。高中历史教学是高中学生掌握历史知识、

厚植历史情怀、明辨历史是非、养成历史思维的重要

途径。新形势下，推动高中历史教学创新，需要做到

以理服人，拓展历史教学的深度；以情感人，强化历

史教学的温度；以实育人，增强历史教学的力度。通

过这三种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历史综合能力。

一、以理服人，拓展历史教学的深度

所谓历史教学的深度，就是指教师在引导学生

学习的过程中，依据历史课程标准，多方面拓展历

史教学的深度，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综合应用能

力。在知识讲授上，深入剖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开展专题探究活动，引入史学研究成果与多元观

点，同时加强史料解读训练，使学生从一手史料中构

建历史认知，提升其分析与阐释能力，从而有效提升

学生的历史素养。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拓展历史教学的深度，主

要是指高中历史教学要以理服人。在高中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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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挖掘教材之间、章节之间、

知识点之间、知识点本身的逻辑关系，揭示历史事

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分析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从而

达到“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

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1]的

目的。       

高中历史课程的理论性是以理服人教学模式实

现的基础。高中历史教学内容是对中华民族及世界

范围内千百年来发生的历史事实的高度凝练和概括

总结，这些历史事实从历史演进发展角度揭示了自

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规律。可以说，整个历

史学科中都蕴含着对全部社会生活规律的揭示。高

中历史并非历史事件的简单拼凑和堆砌，而是具有

深刻的理论性，这种理论性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辩证

性分析才能把握得到。

讲深讲透高中历史知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历史观，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侵蚀，

需要以理服人，阐述清楚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

深化高中历史教学内容的知识深度。首先，树立大历

史观，讲清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历史案例是纷繁复

杂的，历史故事是五彩缤纷的。在历史画卷徐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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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程中，必然有主要事件和非主要事件、主流事

件和非主流事件，而主要事件反映着浩浩荡荡的历

史潮流，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决定着历史事件的

性质，是揭示历史本质的密钥。在高中历史教育教

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树立大局意识，整体把握教材

内容，着重阐述历史事件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清晰再现历史演进趋势，帮助学生把握基本的历史

线条和框架。其次，树立系统思维，重构教材内容，

揭示历史事件的逻辑关联。高中历史教材是一个指

导性的文本，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往

往未能深入地揭示各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树立系统思维，通盘审视

各历史事件存在的意义，将建材内容转化为教学内

容，动态而非静止地把握历史史实，剖析历史事件出

现的必然性，讲清历史道理。

二、以情感人，强化历史教学的温度

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有温度”教学模式，强调

在历史教育活动中通过情境创设和情感挖掘，实现

价值观的有效内化。其核心要义在于“以情感人”的

双重路径。首先，教师应以真挚的教育热情践行“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的历史价值观，以身示范感染

学生；其次，教学活动需深入发掘历史事件的情感内

涵，构建多维度的情感互动场域，引导学生通过情感

体验达成价值认同，从而激发其内在学习动力。这种

教学模式通过情感纽带连接历史认知与价值认同，

使历史教育真正实现启智润心的育人目标。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存在情感流失现象，以致

削弱了教学的有效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方面，传统灌输式教学导致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缺

失。高中历史教学是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沟通，

不是单向强制性传输。从根本上来讲，教育对象对

知识的接受内化是整个教育教学流程的决定性环

节。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活动中部分教师“以学生为

中心”意识欠缺，未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

的探索欲。单向传输抑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

和主动性的发挥，导致教学活动缺乏情感沟通。另

一方面，技术至上导致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流失。

情感是人所独有的心理现象，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

征。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技术如何发达，都无法代替

人的情感现象。当下，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出现在课

堂上，力促教育和技术的融合，为教育赋能。这固然

提升了课堂效率，也让课堂教学更为生动有趣。但若

过于强调新技术的应用，在冰冷的机器面前，师生

之间的情感沟通被大大压缩，导致高中历史教学中

情感流失。

强化高中历史教学活动的温度，以情感人，是对

历史教学初心和使命的坚守。首先，树立“双主体”

理念，正确处理高中历史教学活动中的教师主导作

用和学生主体地位的关系。传统理论认为，在教学

活动中，老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这在一定程度上

抹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不利于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

挥。双主体理论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教师的

主体作用，并特别强调师生主体间的动态交互关系。

在高中历史教学活动中，通过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发挥，在情感沟通中深

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其次，倡导“技术人文主

义”，合理运用技术手段开展高中历史教学活动，正

确运用新技术、新工艺，为高中历史教学活动锦上添

花。坚持技术服务于高中历史教育活动的价值理念，

从而避免高中历史教学活动中师生情感阻隔。

三、以实育人，增强历史教学的力度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构建有力度的教学模式，是

指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师通过援引大量的细节和

数据佐证历史观点，提升历史知识的可信度，增强

高中历史教学的解释力。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解释力的贫乏

阻碍了教学效果的提升。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在开展

高中历史教学活动时，仅仅是阐释概念、讲述事件的

具体内容，未能通过有力的论据支撑相应论点，致

使历史课堂沦为事件的简单罗列，而非观点的深度

思辨场域。

要增强教学力度，必须构建系统的论据支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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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论据可分为两类：外拓性论据（来自课外资料的

佐证材料）和内生性论据（源自教材的支撑内容）。

在运用过程中需把握两个关键：一是“精”字诀，

精选典型历史数据与案例，去芜存菁，凸显论据的

核心价值；二是“准”字诀，精准对接论点的内在逻

辑，针对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困惑，明确揭示论据与论

点的因果关联。通过这种精细化、精准化的论据运

用策略，方能切实增强历史教学的思辨深度与育人

实效。

四、“三度”教学模式实施策略

（一）深度教学的策略

1.问题引导法

设计有深度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探

究[2]。如在引导学生学习“鸦片战争”有关章节时，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如果没有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还会

爆发吗？”

2.史料分析法

运用历史文献、图片、视频等资料，引导学生分

析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在学习“辛亥革命”时，可

以让学生阅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史料，分析辛

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专题研究法

组织学生进行历史专题研究，培养学生的历史

研究能力。例如，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时，可以让

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文化专题（如儒家思想、唐

诗宋词等）进行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

（二）温度教学的策略

1.故事讲述法

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历史事件的感人细节等，

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例如，在学习“抗日战争”时，

可以讲述抗日英雄的故事，让学生感受他们的英雄

气概和爱国精神。

2.情感体验法

通过角色扮演、历史短剧等活动，让学生亲身

体验历史情境，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3.价值观引导法

在历史教学中注重价值观的引导，在学生心中

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在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力度教学的策略

1.跨学科融合法

将历史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教学，拓宽学生的

知识视野[3]。例如，在学习“工业革命”时，可以结

合地理学科的知识，分析工业革命对世界地理格局

的影响；结合政治学科的知识，分析工业革命对资

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2.全球视野拓展法

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培

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例如，在学习“世界近现代史”

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比较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分析其异同。

3.社会实践活动法

组织学生参加历史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中感受历史的魅力。例如，参观历史博物馆、古迹

遗址等，或者进行历史调查、采访等活动。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实育人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高中生的知识基础、接

受方式、思维模式迥异，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三种教

育模式交替使用，协同发力，以提升历史学习效果。

【作者简介】

赵建辉，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第二中学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教学工作。

马文睿，文化强国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时代使命[J].教

育，2024（21）：4-7.

金敏，问题式教学模式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教书育

人，2014（13）：43.

毛知非，新课程背景下高中信息技术课教学研究[J].中学课程

辅导，2023（31）：126-128.

【参考文献】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