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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备
受高中课堂关注，随着新理念指导
下的历史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
于如何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学
界各有不同看法。本文结合自身的
教学实践，谈谈自己培养学生历史
思维能力的教学途径及反思，希望
对学界在促进历史思维能力培养
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

【关键词】历史思维 文化 批
判性

一、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
途径

人教版必修三第五单元“近代
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主要介绍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初中国
思想领域的变迁。 复习时，教师都
会围绕 “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即
“器 物 层 面”“制 度 层 面”“思 想 层
面”进行。 为加强近代思想解放的
整体感知及教学立意表现， 我将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从“文化
转型”进行立意，并将教学环节设
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
国近代文化的解放”“中国文化转
型的动因”“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四部分，进一步增强了该课题知识
体系的逻辑关系。

（一）注重立意和逻辑，还原历
史本真

好的立意是课堂教学的灵魂，
指向历史教育的核心价值和本真。
既能彰显教师广博的史学修为，增
强历史教师多角度、 多维度研究和
构建历史的能力， 又能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从而让课堂更富有温度、
效度，塑造富有历史思维力的学生。

观文化危机：
材料一 1840 年的中英鸦片

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
次战争。 ……中华民族遇到了“亡
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而且遇
到了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
体的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

文化的危机。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

化概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历 史 悠 久 ，虽

几经起伏， 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
的思想意识形态没有遇到颠覆性
的危机。 鸦片战争，中国的传统文
化遇到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的物质文明、 意识形态侵入
古 老 的 中 国，带 来 政 治、经 济、文
化 社 会 习 俗 等 方 面 的 系 列 危 机，
近代中国人开始了被动“求变”的
征程。 西方的入侵是传统文化受
冲击的原因之一， 亦是近代中国
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诱因。 选取
该材料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传统
文化的危机、 近代思想解放与西
方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 是为讲
解“近代文化的解放”铺垫。

（二）突出设计和整合，把握历
史框架

察思潮解放：
材料一 在所有 19 世纪的中

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
都超过了其他人。……林则徐就已
提倡和发动了向‘蛮夷’学习的自
强运动。 ”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
争》

材料二 《洋务运动教育变
革实践活动统计表》

材料三 “上师尧舜三代，外
采 东 西 强 国，立 宪 法，开 国 会，行
三足鼎立之制， ……时诸侯皆祭
天地，孔子定为天子祭天地”。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
折》

材料四 “要拥护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
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
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
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
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陈独秀（《新青年》第 6 卷
1 号）

任何历史结论都是在历史研究
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研究大量的史
料，得出的主观认识。 历史结论是历
史学家对历史问题长期研究后作出
的主观判断和总结， 具有一定的共
识性和固定性。 历史学注重论从史
处、言之有据。 通过上面四则材料展
示，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
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不断的向西
方学习。 这一历程充满着艰辛和曲
折，充斥着无边的心酸与彷徨。 学器
物、学制度、学思想是向西方学习的
历程中的三个阶段， 促进了中国文
化转型呈现出 “器物文化”“制度文
化”“意识文化”的阶段特征，体现文
化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性。

（三）基于阅读和研究，追寻历
史灵魂

探革新动因：
材料一 “冲击———反应”模式
材 料 二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

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精神，
后世知识分子以 “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为座右铭。 鸦片战争前后出现
了许多讲求时务著名学者。 如……
包世臣、龚自珍、魏源、曾国藩……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
概论》

材料三 康有为：“故新则和，
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
旧则阻滞……”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材料四 人君者，乃聘雇之司

理人耳。 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
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

———康有为学术著作选：《孟
子·中庸注·礼运注》，第 20-21 页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
点， 它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的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洋务运动
以及“中体西用”思想主张的评判不
仅是学者讨论的关注点， 也是社会
的关注点。 我们要善于帮助学生从
历史事件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大势，
提升历史教育的价值。 我们习惯于

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途径与反思
———以“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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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冲击———反应”模式去考量近代
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即 “欧风美
雨”带来思潮演变，此种观点侧重于
外因。 与之相对应的观点是国家内
部的变革、改良、革命是思想解放的
主要原因， 侧重于同时期的内部因
素。 除了这两个角度外，我们可以找
寻第三个角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其连续性、 时代感和生命力为其他
文明所不可比拟。 儒家思想中的“积
极用世”“经世致用”精神、士大夫的
“家国天下”“济世救民” 的责任、传
统文化中“穷变通久”“民本”思想亦
是近代思想解放的文化根基。

（四）提倡鉴往和致用，明晰历
史大势

理发展方向：
材 料 一 我 们 不 仅 要 了 解 中

国的历史文化， 还要睁眼看世界，
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
发，为我所用。

———习 近 平 ：2013 年 3 月 在
中央党校 80 年校庆时的讲话

“成大事者必明于历史大势。”
中国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局面
出现的原因有外部的、 有内部的、
有传统因子、 有近现代因子……。
透视历史的纷繁，我们应理清中国
文化的发展方向，即坚持中国文化
的民族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
借鉴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成果，打
造自信的时代新文化，让文化自信
成为国家和民族崛起压仓石。

二、教学反思
本节苏州市公开课后，我不断

反思历史课堂的教学。我们在组织
历史课堂的教学时，要向学生传授
哪些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技能？

（一）历史要有“史证”的精神
历史知识浩如烟海、 汗牛充

栋。我们没有“再现”历史发生与发
展能力，只能通过学习和研究无限
接近历史真相。 作为历史教师，课
堂上给学生传授的知识或者阐述
的观点，都是掺杂着个人的主观思
考，与我们的历史真相有着相当的
距离。 再者，历史教师在接受继续
教育和学习时，这样的矛盾也不能
避免。 因此，教师帮助学生学会史
证方法、培养史证意识、塑造史证
精神比简单的记住历史知识更重
要，也更有价值。

材 料 一 ……许 多 守 旧 的 朝
廷 官 吏 的 骂 声 却 扑 面 而 来 , 更 有
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
在他们眼中这无疑成了一本大逆
不道的书籍。 遭到无端非议的《海
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
千册左右。

———周英杰:《的孤寂与荣光》
《海国图志》是当时中国介绍

西方史地最详实的专著，引导了人
们关注世界形势。 其地位之重要、
影响之深远，为今人所乐道。 其结
局之惨淡，让人扼腕叹息。然而，为
什么招来士大夫的谩骂和指责？课
堂上展示的材料引起学生强烈的
思考欲望，激发了学生质疑精神和
批判精神。学生答案里有士大夫保
守、封建制度的束缚、封建思想根
深蒂固等。 教师可以抛出林则徐、
魏源的活动以及结局，进一步延伸
历史教学的思维广度。如林则徐在
1936 年组织翻译英国出版的 《中
国人》名为《华事夷言》；1939 年 7
月组织翻译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
国际法著作名为《各国律例》，开始
注意到“国际法”；1939 年底，林则
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
大全》，译名为《四洲志》；魏源秉承
林则徐的旨意整理 《海国图志》出
版。 传统的士大夫对《四洲志》《海
国图志》中的“师夷长技”的主张，认
为是“溃夷夏之防”“一派胡言”“违
禁背俗”。 因此，《四洲志》《海国图
志》及林魏的遭遇，充分反映了传
统士大夫的“文化防卫”价值取向。

（二）历史要有“批判”的态度
考察历史人物或事件，我们经

常被二元论思维左右。忠奸、好坏、
善恶、美丑、智愚成为我们评判历
史的惯用词语。这种思维惯性的导
致我们看不清历史真相。 因此，坚
持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历史，可以
让我们摈弃狭隘的历史观点，多角
度的认识历史中人和事背后的价
值，鼓励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学
会提问、质疑、创新。

材料一 “夫华洋风俗不同，
天为之也。 ……电线之设，深入地
底，横 冲 直 贯，四 通 八 达，地 脉 既
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
心何以安？ ”

———雷颐：《历史的裂缝———
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

材料二 臣查各国条约已定，
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
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居今日
而欲整顿海防， 舍变法与用人，别
无下手之方。……使天下有志之士
无不明於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
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
教材中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强

调： 洋务运动只利用西方先进的
科技而不主张变革封建制度来维
护清王朝统治，注定走向失败。 我
认为， 是否可以为学生提供另一
条评价的视角和观点。 授课时，我
呈现上述两则材料。 设计意图是
通过顽固派对西方科技的看法以
及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对
世界大势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不同的历史观点。 洋务运动以及
“中体西用”思想主张是当时条件
下 地 主 阶 级 救 亡 图 存 的 最 佳 选
择，符合中国的国情。 以李鸿章为
代表的洋务派不应简单的钉在镇
压农民起义、 捍卫封建制度的耻
辱柱上， 他们面对变局的时代改
良意识、责任担当的人格魅力、家
国情怀的智慧谋略， 理应得到我
们公允的评判。

历史兼具固定性和动态性。历
史固定性体现为相同历史，我们所
接触到的古代文献、 近现代的资
料， 或者说历史界业已固定的史
实，是真实的存在。 从真实的历史
存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可能更
容易入手。历史的动态性基于新的
文献典籍、 考古文物的挖掘和发
现，它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历史资料
甚至颠覆我们原有的历史认知。无
论是相同历史也好，还是新的历史
资料、资源、文物，在培养批判性思
维过程中归宿都是一样的，都是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自主意识，批判
诘难的学习品质。我们要从素材挖
掘过程中，更多的把它放到历史发
生的大背景里面，坚持“小切口、大
环境、大平台”，为学生批判思维的
培养打下基础，多维度来培养学生
思维中的批判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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