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稱
教学 参 考

；

^

高中历史職巾
“

多 购应用

〇 谭卫红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７ 年版 ） 》颁布以

来
，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成为历史

课堂的必然追求 。 而注重多元史观的理解和运用

是完成这
一

目标的有效路径之
一

。 所谓的
“

多元史

观
”

是指当前史学界流行的各种各样的
“

史观
”

，如

社会史观 、现代化史观 、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等 。 这

里的
“

多元
”

只是
“

多个角度
”

， 而非哲学认识论上

的一元 、
二元或多元 。 在我看来 ，多元史观是

“
一

事

多观
”

，就是从不同 的角度理解 、 解读 同一历史事

件
，培养学生多角度 、多维度 ，全面辩证地理解历史

的能力 。 现以
“

新航路开辟
”
一

课为例说明之。

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传播天主教

的需要和通往东方商路的现实困难 ，都迫使西方国

家尽快寻找一条新的航路 ，代替传统的东西方的商

路。 海上探险家历经数十年 ，
几经探险 ，

不仅成功开

辟了新的航路 ，还发现了新的美洲
“

新大陆
”

，
引发了

世界面貌的深刻变化。 对此
，
我们可借助全球史观

（ 整体史观 ） 、文明史观 、现代化 （ 近代化 ） 史观等视

角 ， 以期全面深刻理解新航路开辟及其影响 。

新航路开辟之前 ， 世界各地彼此是相对分散

的 、孤立的 。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这
一状况 ， 欧洲

商人开始能够直接同世界各地产生商贸往来 ， 亚洲

的茶叶 、丝绸 、瓷器 、香料在欧洲市场出现 ，
非洲 的

黄金 、象牙 ，
美洲的金银 、玉米 、烟草 ，欧洲的枪支以

及一些工艺品等都打破原有的地域局限 ， 开始在世

界市场上出现 ， 为全人类所享有 。 从此
，
世界经济

开始相互联动 ， 不再是单个的现象 ，
也不是几个地

区经济活动的简单叠加 ，而是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在

亚洲 、非洲 出现反应 。 亚洲 、非洲的物质生产 、 人员

流动也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 出 现波动 。 这里

的经济活动就不能再以某
一国家或地区来孤立研

究
，而应借助全球史观的视角 。 学生从全球角度思

考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不仅有利于学生对这一知识

点的理解 ，
也有利于学生形成世界形势关乎国家命

运 ， 国家命运关乎个人命运的认知 ， 实现家国情怀

素养的培养。 毕竟 ，从世界整体来看 ，新航路开辟

后 ，人类社会联系加强 ，
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 ，

世界

无论哪一地区的商品都可以在欧洲市场上出现 ，世

界市场的雏形出现。

从文明史观的视角来看 ，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

进了世界的融合 、经济的交流 ， 也必然带来世界各

地区的文明碰撞
，
而这种碰撞必然引起不同地区 、

不同人群的不 同反应 ，
站在各 自 的立场 ， 其认识就

会不一样 。 对于欧洲人而言 ，新航路开辟带来 了难

以数尽的财富 ，难以估量的市场 ，
催生了他们难 以

遏制的致富欲望 。 对于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而言 ，

新航路开辟打破了他们生活原有的平静 ，带给他们

的是杀戮 、抢劫 、疾病 ， 在他们眼里 ，几乎看不见新

航路开辟的任何值得可以颂扬的东西 ，
所有的

一

切

都是欧洲人强加给他们 的伤害 。 从不同的立场可

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
我们把新航路开辟放在全球化

的视野里 ，
站在文 明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 的观点

和立场又不
一样

：
新航路开辟不仅结束了各地相对

孤立的状态 ，各地的文明也开始汇合交融 ， 也引发

了各地不同文明 的相互碰撞 ， 并在碰撞中不断融

合
，
不断创新

，
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 此

时
，
放眼全球发展

，运用不同史观 ，
或许我们对同一

历史事件做出 的价值研判 ，会更加客观和全面。

新航路开辟后产生的影响可从现代化史观角

度探察 。 新航路的开辟 ，不仅给欧洲 国家带去了大

量的财富 、劳动力 、发展机遇 ，也促使欧洲国家 自身

发生改变 。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 ，
世界贸易的 中心发

生了改变和转移 ，
短时间大量黄金白银的涌入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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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聽懸贿酸践与思考

〇 李圣荣

历史是几千年来时代发展的印记 ，
是社会沧桑

变革的记录 ，
充满着人文气息 。 对学生进行历史教

学时
，
要充分展现出历史的人文特质

，
不断激发学

生的内心情感 ，

一方面要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事

实
，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

养 ， 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 需要注意的是 ， 教师在

进行课堂教学时
，
要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

，
不应只

注重对知识进行讲解 ，
或者进行滔滔不绝 的论述 ，

而是要多加注重知识结构的创新与 自 身素质的提

高 ，用完善的人格素养和创新的技能不断培养学生

的知识与能力 ，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 中不断养成

良好的个性特征 。

一

、初中历史教学与情感教育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 自 己需要 、愿望

和观点而产生的
一种 心理体验 。 历史教学要让学

生在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展开丰富 的想象 ，积极

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 ，进而在历史的借鉴中不断完

善智能和情感的培养 。 初中历史课堂能够丰盈情

感教育具体表现在 ：

１ ． 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历史集知识性 、 思想性 、科学性 、 趣味性 、情感

性于一身 ，
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

蕴含着全人

类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 历史知识包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 ，在

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给予我们思想的启迪 ，

如学习
“

商鞅变法
”“

孝文帝改革
”

等合乎民心 、 顺

应潮流的举措时 ，能够感受到改革家强烈的历史使

命感 ；
学习戚继光 、林则徐等英勇事迹时 ，能够感受

到民族英雄捍卫家国 、 无畏牺牲 的爱国主义情怀 。

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事迹都能反 映出 中华民族

百折不挠 、 自 强不息的优 良传统 ，
能够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

２ ． 能够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历史教育要培养学生完美的人格。 在这个过

程中 ，情感培养是核心。 历史上众多的伟大人物都

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征 。 历史教学过程

中对人物的个性进行充分挖掘 ，可以潜移默化地培

养学生坚毅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 。 因此
，
在历史教

学中注重情感教育 ，
能够激发学生的心理认知

，
促

得欧洲 出现了物价上涨 ， 银价下跌 ， 以往靠收取封

建地租的庄园主收取同样的地租 ，其实际价值却大

大下降 ，他们的实力迅速下降。 而依靠出卖商品的

新兴资产阶级却因为商品价格的暴涨而大获其利 ，

这种此消彼长使得欧洲的社会面貌发生巨变 。 首

先
，
资产阶级要求提升其现有 的社会地位 ，

他们再

也不能忍受财富远逊于 自 己 的庄园 主在 自 己 头上

作威作福 ，对社会阶层重新洗牌 ， 成为他们 的必然

追求 。 其次
， 随着财富的积累 ，

他们也开始追求更

加务实的生活 ，追求现实的物质享受 ， 不愿意让现

实的货币沦为虚有的纸面财富
，
这种思想观念必然

冲击传统的宗教神学思想 ，也必然引发资产阶级反

对封建神学思想 ，从而让财富体现价值 ，
为个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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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而这一切变化 ，都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颠覆性

变化 。 要想这些变化的实现 ，必须推翻原有的社会

制度 ，
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 ，这就促进了

欧洲的社会转型 ，从而使得欧洲最早由 中世纪进人

近代社会。 运用现代化史观 ，
对新航路开辟作这样

的深层次理解 ，就不难理解其在世界历史中 的地位

与作用 。

在中学历史实际教学中
，
我们需深人挖掘 ，

深

入考量多角度运用材料 ， 多角度解读材料 ，
运用唯

物主义观点 ，培养学生全面 、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

的能力
，
为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 作者地址／湖 南 省衡 阳 市衡 南县衡云 中 学 ，

４２ １ １ ３ 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