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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才 之 路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
作两事。”把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到历史教学中，可以这样理
解：要学好历史，培养历史思维，养成历史素养，必须“学思结
合、知行合一”。“学”是学生主动地学，“思”是学生会思考，“知”
是学生对历史基本知识的认知，“行”是能够运用历史思维辨析
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

一、发挥自主作用，积累历史知识
历史思维不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丰厚的历史基础知识

之上。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不能放松学生对基础历史知识
的掌握。而这种掌握必须是学思结合的掌握，不是老师压迫学
生、剥夺学生课堂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死记硬背。同时，在历史
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积极寻找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启
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让学生主动去记忆、去积
累。在“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一课的教学中，考虑到明清君主
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后期，为了让学生能够在头脑中
对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有一个链条型的知识体系，教师可先
利用表格的形式引导学生对秦、汉、唐、宋、元的封建专制制度
的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让学生明确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君权与
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斗争中逐渐建立、发展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从而让学生从宏观上认知历史。在新授课的过程中，教师要利
用不同的历史材料，设置真实的历史情境，让学生们在情境中
总结、归纳、探究需要记忆和掌握的历史问题。

在历史教学中，政治制度的演变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内容，
理论性强，学生不容易理解和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教师如
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最终的结果就是教师滔滔不绝、学生昏昏
欲睡，学生的思维根本得不到有效发展。

二、运用时空观念，辨析理解历史
历史不是偶然事件，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必然

事件，并且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互不影响的，而是有着内在联
系的。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到这样的历史特点，
在辨析、评判某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现象时，要把
它们放到一个大的历史时空概念里，引导学生对历史作出正确、
客观、公正的评价。如在“开辟新航路”一课的教学中，针对新航
路开辟的原因，教师提出问题：“茫茫无际的大海，变幻莫测，航
海家们为什么会对大海产生兴趣？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开
辟新航路？”在这个问题的引领之下，学生们积极阅读教材，从
几方面总结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比如社会根源、15世纪前后
欧洲经济的发展、15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的商业垄

断。在学生们明确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后，教师让学生仔细观
察教材中的《新航路开辟示意图》。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帮助学
生了解新航路开辟的路线以及所经过的国家，教师利用多媒体
动画模拟演示了几个航海家的路线。而对于新航路开辟的影
响，教师更应该引导学生们从世界市场的角度进行分析归纳。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在于新航路开辟的原因和影响，
这样的教学重点、难点决定了教师必须把这段历史放到大的历
史时空里，引导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段历史进行探
究，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解释和历史理解。

三、探寻历史史料，注重思维实践
对历史的正确理解和解释，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而是在探

寻历史史料中得出的能够让大家普遍认可的观点。在历史教学
中，教师要把学生带进历史史料中，运用自己的历史积累，运用
头脑中对历史的认知，探寻这些史料中的历史，并在史料的分
析中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这就是历史思维的运用，
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行者知之成”阶段。如在“英国君
主立宪制的建立“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向学生们
展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照片。这些资
料都来源于学生现在的生活，不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也能使学生知道英国首相是议会权利的最高代表，英国女
王虽然没有实际意义的权利但却是英国国家的象征。在“议会
权利的确定”这个标题下，教师并没有直接给学生总结《权利法
案》的公布限制了国王的哪些权利、《权利法案》公布前后英国
女王和议会的权利有什么变化，而是让学生阅读教材中《权利
法案》的内容，进而在这些真实的历史史料中进行总结。
“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是历史教学的根本方法，也是“知行

合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完美表达。学生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利用头脑中已有的历史经验，把自己逐渐形成的历史
思维运用到对史料的分析之中，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历史记
忆、历史思维、历史辨析。这样的循环培养了学生的历史能力，
提升了学生的历史素养。

四、结束语
总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历史思维的培

养，让学生在历史史料的辨析中、在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中，形
成正确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最终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念，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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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策略探究
朱丽松

（江苏省海门市第一中学，江苏 海门 226100）
摘 要：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是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文章从积累历史知识、辨析理解历

史、注重在史料中的思维实践三个方面，研究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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