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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杨亚如
（启东市吕四中学，江苏 南通 226200）

【摘 要】随着当前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要加强新课程改革理念的融入，提高教学的质量。尤其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
对于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应用，可以加强对历史事件的探索，对其深刻的内涵进行多重的解读。因此，本文阐述历史比较法在高
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提出比较分析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对于不同的专题进行比较，可以加强对历史人物历
程的掌握，从而达到对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其次，结合不同的地域，对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可以在比较的过程中进行深入的分
析，构建信息的知识框架；最后，采用纵向的比较方法，也有利于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感悟。
【关键词】历史比较法；高中历史；应用策略；核心素养

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历史核心素养的
培养，要加强知识专题性的学习，通过设计不同的模块，加强
对历史事件中特有的联系进行探索。 因此，应用历史比较分
析法，可以对事件发展的规律进行探索，从而在比较的过程
中，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在历史教学素养提升的
过程中，要借助史料作为基本的依据，通过教学的材料，让学
生进行理性的分析，在合适的教学方法中引导学生形成对历
史学习的兴趣，产生历史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同时。对于历史
事件进行多方位的比较， 可以对历史中的相似性进行挖掘，
对人物行为进行比较，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感知，学习历
史人物中的闪光点。此外，可以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对处理
信息的能力进行提升，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也有利于从多
个角度对历史的发展进行看待。

一、比较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历史学科的特点
历史学科属于社会人文性学科，在进行特点探索的过程

中，要了解其所学习的内容较为冗杂，需要对各个朝代人物
所涉及到的思想政治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索， 记忆的内容量
大，学生掌握存在一定的难度，难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 因
此，教师在掌握历史学科特点的基础上，对比较教学法进行
应用，可以利用恰当的方法，引导学生走出误区，对于易混淆
的知识进行明确，提高历史学习的效率，不断改进学生历史
学习的方法，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结构框架。

（二）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在新课程改革理念融入历史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教材

结构体系的转变，更注重专题性的学习，有利于学生进行归
纳总结。因此，加强比较分析法的应用，可以在历史教学的过
程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对不同的专题进行比较，可以使学
生归纳能力得到提高，对于历史观进行正确的梳理，形成专
题学习的意识。 同时，对于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相似事件进行

比较，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对知识的网络进行梳理，采用纵向
比较帮助学生高效地对知识进行记忆。

（三）比较教学法应用的重要性
在高中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让学生对学习的内

容进行记忆，同时，要引导学生掌握矢量分析的方法，提升历
史核心素养，强对文化知识的储备，增强历史文化内涵。应用
比较分析法，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历史课
本中所展示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引导学生从不同的
角度对于历史事件进行解读， 在头脑中针对不同的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进行联系，加强对知识的串联，使得学生对知识
进行综合的理解。

二、比较分析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应用的具体内容
（一）加强对历史事件的多方位比较，挖掘历史的相似性
在高中历史事件探索的过程中，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要

素，对于相似的事件进行整合，可以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进
行预测，同时，从横向对历史事件进行看待，可以结合时代的
背景以及所采取措施的实效性进行判断，加强对历史环境的
理解。通过全方位的相似度对比，可以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
形成清晰的知识框架，对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进行进一步的
培养。比如，在讲解“陈胜吴广起义”一事件时，针对当时的秦
国法律，要了解队伍行进过程中触犯了律法，陈胜吴广皆会
被处以死刑。 这一件小事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体现，更是农
民起义的导火索。 通过多方面的比较，了解当时的西方其制
度发展较为落后，了解国内每个朝代的更迭，从而对朝代更
换的原始动力进行探索， 对于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进行分
析。

（二）开展对历史人物的全方面分析，加强历史事件的有
效解决

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对于人类的行为活动进行探
索，要结合历史人物的特点，引导学生对历史进行研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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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于历史内容进行看待，要掌握历史人物
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意义，学习历史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从而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以历史为参考，进一步培养学
生的历史思维，对于历史事件进行有效的解决。比如，在学习
春秋战国的历史时， 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进行学习，要
了解人物在当时的背景下所做出的努力涉及到诸侯军事家、
演说家、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周旋，对历史人物进行探索，可以
去了解其中所蕴含的抗争精神，引导学生在人物行为分析过
程中形成处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三）应用比较分析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 利用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通

过对数据和信息的获取， 让学生找到其中所存在的差异，从
而开展多方位的学习， 将所学习的历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对于热点问题进行历史层面的分析，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学
习的热情。同时，在比较分析的层面结合不同的历史观，对历
史事件进行审视，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对事件进行
深入探索的过程中， 对于原因结果经过进行深度的剖析，探
索历史的影响，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要利用辩证的思维使
学生养成积极思考的习惯。比如，在讲解抗美援朝战争时，要
引导学生利用发展的角度，对于这一战争进行看待，不仅要
关注当时战争对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了解这场战
争对于亚洲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引导学生进行分析的
过程中，要对比我国在后续的经济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
阻碍，引导学生能够形成对长远利益的关注，利用历史的角
度对于事件进行解读。

三、比较分析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
（一）加强对历史教材的高度重视
历史比较分析法应用的过程中，要对历史教材进行深入

的挖掘，加强对教学的合理设计，使学生在教材内容探索时
可以对于历史事件的深刻内涵进行探索。 同时，在多轮复习
的过程中，坚持以课本为基础，对课堂进行设计，要使学生专
注于课本的实际价值，对历史知识产生深刻的见解。比如，在
学习君主专制制度的相关内容时， 对于所学的内容进行整
合，要对不同朝代君主专制的制度进行对比了解，从秦朝确
立到清朝灭亡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意义，观察夏商西周
的君主，注意秦朝及以后朝代的君主专制的实际区别，从而
使学生对古代的政治制度形成深刻的认知。

（二）利用联系式教学方法
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要看待历史事件，找到其中的

联系在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对于思想和价值观进行明确，有利
于更好的对学生进行引导。所以，采用连续式的教学方法，把
历史活动整理在一起， 引导学生在社会层面进行分析和思
考，形成科学与理性的态度。 比如，在讲解太平天国运动时，
联系洪秀全的个人故事来进行讲解， 明确起义的最初原因，
洪秀全的自我觉醒与启兵的愿望；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再举例十月革命影响下，所涌现的一批能人
异士，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加强联系
式教学，才能在相类似的比较中，进一步明确历史事件的深
刻内涵。

（三）对知识点进行简化罗列
历史学科所包含的知识较为复杂，体系较为庞大，在进

行高中历史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要对于不重要历史事件的时
间、原因、经过进行简化，使学生能够明确历史进程中产生事
件的实际影响。 根据高中历史教材的内容，按照时间顺序与
事件联系进行排版，形成知识体系，直观的展现历史发展的
过程，同时，设置知识点与图表内容的对比，帮助学生形成历
史思维，进一步对历史知识进行探索。

（四）开展专题性教学
在新课改理念融入的过程中，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进行

转变，要对课堂教学的要求进行提升，调整教学方法，设置专
题来进行历史知识的讲解，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掌
握历史人物的历程，从而达到历史学习的目的。比如，在对必
修一的课本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主要讲述的是国家的政治制
度和外国的政治制度，了解和记忆政治制度时，容易出现一
些混淆，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对政治制度进行总结，涉及到
古代的专制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中央行政制度以及监察制
度等，让学生对不同的制度进行搜集，查阅课本并整理成专
题来进行知识的细化。 通过不同专题之间的比较，使学生能
够对知识形成正确的认知，高效的对历史知识点进行记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比较分析法主要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在历

史课堂中涉及到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复杂历史事件与过程
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点与相同点，掌
握历史发展的过程， 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效率，
培养历史核心素养。 结合当前历史教学的现状，利用比较分
析法进行历史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更好的对历史问题进行看
待，对于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索，从而提高历史教学的质量。在
新课标要求下，历史教学要重视对学生历史素养和综合性知
识能力的培养，借助历史分析法，加强对各个历史时期历史
进程的广泛联系， 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发展进行解读，探
索历史变化的一般规律， 有利于对学生的核心思维进行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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