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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历史
———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为例

李 斌
（甘肃省天水市田家炳中学，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历史要重视讲解，讲相关历史的背景，讲内涵，讲教材中的隐性知识，讲知识间的联系，讲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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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课堂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息，从目标教学、三维目标，到高

效课堂和学科素养，不断推进，特别是现在的高效课堂建设，

学校从教师培训、课堂调研、校际交流到上级检查，教师从学

习、教学实践以及写心得体会都在疲于应付，是发展优化了，

还是仅仅在多变呢？全教育领域痛感疲惫。

对“一堂好课”的标准，教师们高谈阔论，“追求历史教学

的价值；探寻课堂教学的本质；从学科育人的价值来衡量一节

历史课……”各部门组织的优质课观摩课，展示者大多借助多

媒体，课堂热闹纷呈，多显打造精品课。
可摆在一线教师面前的现实是：

1.貌似精彩的课堂能否提高课堂效率，花哨的形式能否

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一堂精品课的打造耗时费力，主要用

来应对各种观摩和检查。教师的实际是每天要上课，进行着

具体的知识讲授。

2.学习对象是高中生，他们的知识结构、年龄、阅历无法将历

史的学习上升到探究性的阶段。并且没有必要，只需完成省级测

评考试。文科班学生受高考题型影响需要有一定的探究性。

3.历史课在高中的地位。一周两课时，用于历史的学习时

间很少，主要是课堂内学习，高要求不现实。历史教师尴尬处

境是一方面想积极地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另一方面

是从学校、学生到家长对历史的淡化。

二、问题的解决

面对这种状况，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课堂内教学，去枝

叶，强主干，重讲解。讲学生自主无法理解无法达到的知识，

讲隐性知识，讲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讲学习方法。

下面以人教版必修二“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节为例谈

谈历史的讲解。

这一节总共三个小目标，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改

革，市场体制的建立。

（一）讲内涵

1.伟大的历史转折 重点讲“转折”。（1）党的工作重心的

转折。从 1957 年的反右派开始党的工作重心是阶级斗争，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2）政治思想路线的转

折。从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

线。（3）经济建设方针的转折。由极端冒进转向实事求是，并且

开始了改革开放。

2.经济体制改革 重点讲体制的变革。（1）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突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承包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生产队。从

2005 年起国家取消土地税，但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承

包制的主要作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承包制仍然有

弊端，是小农经济，所以，现阶段国家允许土地流转，流转土地

使用权，目的是引进城镇工商业资金，发展以小型农场为主的

规模化现代农业。（2）城镇经济体制改革起初是扩大企业自主

权，其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所有制方面，由全面的公有制

改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出现了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由高度集中管

理体制改为间接管理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适应

市场和价值规律调节。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最终目的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

（二）讲背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 1992 年十四大上确立，有其深

刻的社会背景。

1.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财政的困境。1984 年以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走出了全面的计划体制模式，但是引出了

新问题，经济的全面下滑和混乱，企业之间三角债，国家税收

亏空，导致各级政府财政困难重重，以至于拖欠公务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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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后期，借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将承包制引向

企业，结果经济依然无法走出困境反而滋生了腐败。

2.中国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家

经济发展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争取国际市场。从 1986 年开

始积极争取加入关贸总协定，但到九十年代初没有任何进展，

原因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其准入制。

3.国际社会主义突变给中国的压力。1989 年到 1990 年东

欧剧变，1991 年苏联解体，各国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

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引起国际

社会主义的混乱，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坚持社会主

义，旧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让国家发展起来，必须提高人们生

活水平，得深化改革。为此出现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判断

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

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

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随后，十四大确定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三）讲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伟大的历史转折”，结束了十年浩劫，国家各个部门，各

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和可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进行的，一方面借鉴发

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结合本国的国情和不断变化的

国内外形势，有序、渐进地进行着。“市场体制”之所以在我国

确立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探索的结果，是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发展需要的结果。说明我国

探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三、结语

高中历史课教学，应该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庞大的

网络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调阅史料、观看视频、组合

试题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过度地迷恋于视频，放电

影似的取悦学生，严重冲淡了实际教学，弱化了教学效果，负

面影响很大。教师的讲解依然是其他任何方式无法取代的。首
先，教师在思想上重视讲解，不能因迎合学生而淡化。其次，要

为讲解做必要的准备，平时要不断积累知识，提高学科素养。

同时要备好毎一节课，备好课是讲好课的基础，再次，讲透重

要知识点，教材是简洁的，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讲解让学生理解

知识的内涵，知识间的联系。懂得探求知识的一般方法，通过

讲解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生学习中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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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低年级识字教学方法

麻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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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低年级段，识字和写字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同时也是为今后阅读与写作打下基础。在这一阶

段，如何开展识字教学，怎样才能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识字习惯以及学习能力，关系到今后语文能否走到更高一层的

关键，怎样才能做到使孩子对枯燥的汉字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呢？对于多年从事低年级语文教学工作的我生了更

多疑惑与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教学中不断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较为成熟的识字教学方法，文中将就识字教学

结合自身经验谈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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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情境，在活动中识字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如何让孩子在学习中产生兴趣，不使学习成为一种负担，这就

需要教师创新思维，创新载体，创造符合孩子年龄的活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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