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操 作 方 
法 

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教学与科研 

西安文理学院   贾俊侠 

 



• 真正优秀的教师必须具备
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具
有现代教育思想、扎实专
业知识、良好教学方法、
较强科研能力之素质。 

• 两种高考模式：技能型人
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
高考 

既然选择了历史，你就得对得起历史 



 

中学历史教育的审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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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 

主讲内容 



历史教育的主要功用 

 
个人 

增进知识，促进思考，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健全人
格；帮助自己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以史为鉴，联
系现实，服务于人生。 

民族 增强民族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世致用，服

务于社会和国家。 

人类文明 传承历史，延续文明；培养拥有全球意识的“地球
公民”；汲取前人的智慧与教训，造福人类。 

当代思想家任继愈先生则认为“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盛衰之学”，必须重视历史学和历史

教育工作。  

  1. 中学历史教育的审视 



 

  1. 中学历史教育的审视 

 

1.1 

定位不正确 

副课 

 

 
1.2  

衔接失衡 
历史知识 
人文精神 
人格培养 

 
   

中学教育是国民文化教育的重要阶段，一个公民接受历史教
育、了解祖国的历史主要在中学阶段，其人格的塑造也主要
在这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当今的历史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
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  

 

 

 

1.3 

教材体系 

课程结构 

 

 

 



 

• 知识系统——使学生明晰了利用基本知识解决问题的思 

                          路、学到了具有迁移价值的知识； 

• 思维系统——帮助学生形成了多角度、多学科的思维方式； 

• 动力系统——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与灵感，营造了教学中的 

                          疑惑，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 时间系统——给学生留下了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时间； 

• 实践系统——强化了那些把学生作为任务承担者和责任 

                          人的实践环节。 

                              

  1.4 教学方法手段与知识、技能的问题 

（从大学一年级文科学生能力看，教育过程中五大系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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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学里，到底什么是一堂好课？ 

  当前存在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新课程改革正在进行中，需要研究改进； 

  高考改革方案已将出台，需要研究适应。 

2.中学历史教育研究 

中学历史教育迫切需要改革、自我反省和研究 

新思考 
高考制度变化对中学历史教育的有何影响 

中学教师面临的是挑战？还是机遇？ 



• 历史课程目标与标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 历史教科书（必修课  选修课 ） 

• 历史教学心理（教育心理 学生心理 教师心理 ） 

• 历史课堂教学（教学模式与效果；教学内容） 

•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教师角色扮演·史料教
学·体验教学·合作学习） 

• 历史教学评价（师生 收获了多少） 

• 教改中存在的问题、建议（高考制度及模式） 
 

2.1历史教学研究什么？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探究 

• 课堂教学是教育系统中最

基本的教学形式和重要教

学手段，是展示教师教学

观念、教学技能、学生学

习方式和教学内容、教学

组织形式等重要平台，它

是评价教学质量高低优劣、

衡量课程是否精品的关键

环节。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

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在情感上受熏陶、得教育。 

教什么？学什么？怎样教？怎样学？学会了什么？ 

经典的教学三要素 

教  师 ——教的主体 

学  生 ——学的主体 

教学内容 ——教师、学生共同

作用的客体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主体

之间的关系呈平等交互性 



1.2.1教师角色定位 

    教师的角色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

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合作者、促进者和研究者？ 

 

  十问中学历史课堂教学 

1.2.2 教学目标确立 
    课堂教学目标是预设的吗？ 

1.2.3 教学内容处理 
    教本是教学之“本”，还是教学素材？ 

1.2.4 课堂时空设置 
    课堂教学是40分钟吗？ 



1.2.5 教学方法改革 

    课堂教学方法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 

 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师要建立“三个不要相信”的假

设 

    ——不要相信老师讲了，学生就会听， 

    ——不要相信学生听了，学生就会懂，  

    ——不要相信学生懂了，学生就会做。 

  十问中学历史课堂教学 

1.2.6 教学技术运用 

    PPT是教师教学的拐杖，还是技术支持？ 

 



1.2.7 课堂教学情境 

    课堂有生命吗？ 

 

  十问中学历史课堂教学 

1.2.8 教学艺术养成 
  在课堂上，教师的教学风格、魅力是什么？ 

  1.2.9 学习评价方式 
   我们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是在培育着学生的创新 
精神吗？ 

 
1.2.10 教师教学价值 
   教学给教师到底带来了什么？ 



●不同教学方式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一项教育心理

学研究显示（陆怡如．积极学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教学方式   记住率 

 
教师讲授   ５％ 

学生阅读   １０％ 

视听并用   ２０％     

教师演示   ３０％ 

学生讨论   ５０％ 

学生实践   ７０％ 

学生教别人  ９５％ 

2.3 教学方式与教学效果讨论 

你
用
了
什
么
方
法
？ 

 
 
 
 
 

达
到
了
何
种
效
果
？ 



●实际教学中我们常用的方式 

教学方式   采用率 

 

教师讲授   ９５％ 

学生阅读   ８０％ 

视听并用   ７０％        

教师演示   ６５％    

学生讨论   ４５％ 

学生实践   ２０％ 

学生教别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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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教师之间的教学话题 

    能否转变？如何做？ 



 
真正的教学并非是提供知识，而是激励学
生心向往之 

• 在教学方式上，因材施教，适
时奖励。 

• 在学习环境上，关怀学生的情
绪和困扰的问题。 

• 身为一位教师最重要的，不是
你做了什么，而是因着你所做
的，让学习者获得了些什么。 鼓舞心弦 

2.5教师的角色：良师益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9%C4%CE%E8&in=8&cl=2&cm=1&sc=0&lm=-1&pn=7&rn=1


解放头脑，让学生能想； 

解放眼睛，让学生能看； 

解放双手，让学生能干； 

解放嘴，让学生能谈； 

解放空间，让学生能接触自然； 

解放时间，让学生能学自己想的东西。 

陶行知的六大解放 

认真努力并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教师准备教学及实际用于教学时间 

• “时间是教育王国的金钱，教育需要时间„„
教师用时间提供教学服务，学生用时间购买学
习”。－－史密斯《时间与学校学习》 

南丁格尔的奉献 

• 课堂上教师在教学任务上投入的时

间多少。教师在具体教学主题上投

入的时间越多，学生学习的机会也

就越多。 



• 古人语“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充分信任教师，把
教师当朋友，才会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交往,自觉模仿、接
受教师的教育。 

• 教师的思想境界、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人格情趣、知识
水平、教学艺术、专业修养与学生的人格塑造、价值观念、
知识层次、人生追求等有着密切地联系。 

• 我个人认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做到四个重视：（1）
重视对学生的价值引导，帮助学生主体道德人格完善；
（2）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使学生有健康心理素质；
（3）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4）
重视对自己人格魅力培养，提升对学生的感染力度。 

以人为本，以情育人 



 
优秀教师应是不停止学习与成长的人 

• 持续不断的研究与阅读 

• 参加持续性教学训练课程 

• 常常观摩别人的教学 

• 认识并了解你的学生 

• 一个好教师最大的威胁就是满足于
现状——不再问“怎样改进我的教
学？” 

•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没有深
刻的知识就谈不上教育素养。”   

 

教师的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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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 确立选题范围（题目设计） 

• 文献综述（收集、整理、筛选资料） 

• 框架结构（引言 正文 结语 ） 

• 撰写论证 

• 反复修改 

• 参考文献格式 

 
 

案例 



大量阅读 

思考总结 

发现问题 观摩交流 教学实践 

历史教学论文选题来源 



• 郭景扬、林丙义《历史教育心理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陈冠华《英国历史教育改革》（台北龙滕文化出

版公司2001）陈志刚《历史课程论》（长春出版社2012）、

《历史课程本体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王雄《中

学历史教育心理学》（长春出版社2012），等等。 

• 经常阅读中学历史教学杂志。 

• 注意阅读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络资源以及历史教学

网站中的资料、论坛文章、博文，以开阔视野、了解行情。 

• 既要阅读国内学者的论著，有条件的还应注意阅读海外学

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作品）。 

学习中提高 

论
文
要
得
文
中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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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热点问题 

1.围绕新课程标准（改革进展、问题、完善） 

2.文理科不分科（优？劣？） 

3.高考改革新方案（初中、高中、大学如何对接？） 

• 教科书的研究 

• 高中历史教科书难度问题的分析 

• 教学方法的研究 

• 高中历史课“体验教学”研究 

• 学生心理与能力的研究 

• 1.论高中生的认知水平与自主学习的内容选择 

• 2.高中历史课与问题意识培养 

选题的视角 



对教学、教师的期待 

• 教学就是教师要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弗洛伊德的眼光，爱

因斯坦的学识，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 

• 教学就像 “ ：” ，总是引出下文 

• 教学也像 “……”，总是无止尽的探索活动 

• 教学更像 “ ！”，总要维持学生高度的学习动

机 

• 教学还像 “ ？”，总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 热爱教学的教师们带着喜悦走进课堂，热爱

学生的教师们带着期望走进课堂，把教学作

为神圣使命的教师们一定会带着耕耘与播种

的满腔热情走进课堂！ 

• 教学改革无疑就像改变教师的生活方式！ 

• 教学功夫来自反思中的提升！ 

结  语 

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