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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历史思维的基础训练

厦门英才学校 罗培生

【摘要】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进入到“核心素养”时代，“思维”素养俨然成为学习的核心。在信息时

代，面对日常碎片化的学习，如何有效构建历史知识网络；面对中高考的要求，如何进行历史思维的基础

训练？本文借助思维导图工具，谈谈笔者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关键词】思维导图、历史思维、基础训练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出炉，“学会学习”是九大素养之一（如图 1），那怎

样才是“学会学习”呢？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学会学习”就是通过日常教学，教会学生听、说、读、

写，达到自主学习的能力；其中，阅读、思维、记忆等三种能力至关重要。请看图 2，在《普通高中各学

科核心素养》中，大多数学科都共同指向“思维”或者与之相关的这一素养，由此可见，思维能力是其中

最为核心的能力。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随着学段的升高，老师们也都觉得思维能力的重要，但“思维”

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它的训练更多的是靠老师的“说”、学生的“悟”来完成的，真正能“悟”

明白的学生有多少呢？所以，老师们也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XXX怎么这么笨呢，我都讲了几十遍，怎

么就是不明白呢！”这说明我们传统的思维训练方法是值得提升的。

图 1 《中学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

图 2 普通高中各学科核心素养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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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训练就是帮助人们形成高效思维模式，并在必要的时候打破已有模式形成新的思维模式的技术。

为了提升思维品质，“思维可视化”教育应运而生，它已经成为教育的一个热点话题。思维可视化（Thinking
visualization）是指运用一系列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视的思维（思考方法和思考路径）呈现出来，使其清晰

可见的过程。被可视化的“思维”更有利于理解和记忆，因此可以有效提高信息加工及信息传递的效能。

实现“思维可视化”的技术主要包括两类：图示技术（思维导图、模型图、流程图、概念图等）及生

成图示的软件技术（Mindmanager、mindmapper、FreeMind、Sharemind、Xmind、Linux、Mindv、imindmap
等）。本文将借助思维导图工具，谈谈自己在历史思维教学的一些实践与思考，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一、教育理论中的“思维”认知

进行思维训练，首先我们要对“思维”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心理学》中，思维是指人脑对客观现

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思维过程是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

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的过程。我们每位老师都应该非常熟悉“思维过程”，

各学科的教学都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布鲁姆的认知目标”理论是我国现行教育的重要理论之一，当前热门的“翻转学习”更是把它奉为

经典。如图 3，根据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知识、理解和应用属于低阶认知能力，而分析、综合、评价

属于高阶认知能力。如图 4，2008年，安德森等人对布鲁姆的认知目标分类进行了修订，其中重要的变化

是将“知识”改成“记忆”，将“综合”改成“创造”，并与“评价”换位。从这里可以看出，分析、评价、

创造属于高阶认知能力。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分析和评价更多的是“求真”，带有更多的批

判性思维成分，创造更多的是“求新”和“求异”，带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成分。因此，批判性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是思维训练的两大导向。

图 3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1986年） 图 4安德森认知目标分类（2008年）

二、我的教学实践与思考

在《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11版）的“课程目标”明确提出：通过多种途径感知历史，学会从当时

的历史条件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并经过分析、综合、概括、比较等思维过程，形成历史概念，进而认识

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

史解释和历史价值观等五个维度，这五个维度的学科素养与历史思维能力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历史思维

能力的提升对历史学习也是至关重要。

面对日常碎片化的知识学习，如何有效构建历史知识网络？面对中高考对思维能力的要求，如何有效

进行历史思维的基础训练呢？在教育理论基本认知的基础上，我在实践中总结了五大常用逻辑（如图 5）。
逻辑是一种说明顺序，也是一种思维规律，逻辑需要归类之后进行总结。下面我就借助思维导图工具，进

行一一的解读。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37.htm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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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五大常用逻辑

1 类群逻辑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进行区分，大脑的这种

反映是基于以前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基础，这个过程体现的就是“建构主义”理论。用好“类群逻辑”对我

们各大学科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知识时，面对三个单元 9课的内容，知识间的内在关

系不够清晰，学生不是很好理解，在教学中我是这样处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

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讲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

恩怨——和与战，归纳起来就是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两次内战（如图 6），这样学生就非常好理解，其他

内容再按照一定逻辑再添加进去，就形成一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知识体系图。

图 6 新民主主义革命

2 时序逻辑

时序逻辑包括时间、顺序、程度等秩序的思维逻辑对象。图 7 是初中历史中国史内容的三级知识导图，

一级、二级、三级分支都是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展开的，这样层层发散，学生易于理解、记忆。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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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初中中国历史 图 8 世界古代史

图 8是初中历史世界古代史部分的四级知识导图，一级分支是以教材的单元为顺序构建的，这也是时

序逻辑的一种呈现。

3 空间逻辑：

空间逻辑与时间逻辑相对的，我们的时间、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认识了空间逻辑，就可

以对事物存在的环境、活动发生的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历史事件的发生肯定离不开地点，它可以是一个具

体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它可以是平面的，也可以是立体的，所以用“空间”的形式来演绎历史也

是一种重要方式。

图 9 亚欧封建社会 图 10 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

图 9是人教版九年级世界历史第二单元亚欧封建社会的六级知识导图，一级、二级分支都是按照空间

的逻辑进行展开的，这样就把教材两课较为散乱的知识点有机的联系起来，便于理解、掌握。

4 过程逻辑

过程就是有开始、发展、结束的完整阶段，是由时间、活动、人物等要素构成的。国际标准组织（ISO）
曾定义过程：使用资源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系统。若干小过程相互关联、影响，构成更大的过程。分析问

题时，我们需要用过程的方法，用系统的眼光考虑问题，思路才会更全面、周到。

根据事物发展关系，过程逻辑可以从递进、因果、纵横、辩证、重要性等角度进行呈现。

① 递进逻辑

递进是指按一定顺序推进，由浅入深的过程。历史事件的发展往往包含着递进的过程。

图 10是世界近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三级单元知识导图，世界近代史讲述的是资本主义发生、

发展、成熟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在教材中安排了九课，内容比较散乱但很重要。在教学

中我按照“准备、建立、巩固、加强”这样一个递进关系把这九课内容有机的关联起来，学生容易理解、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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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② 因果逻辑

因果是指原因和结果，意为会有什么结果就会有什么原因。叙事六要素中的后三个是事情的起因、经

过、结果，它讲述的就是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原因（背景）、经过（内容）、影响，

例如：

图 11 鸦片战争 图 11 明治维新

图 11是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 1课的六级知识导图，图 12是人民版高中历史选修部分“历史上重大改

革回眸”专题八的三级知识导图，导图通过“背景（原因）、内容、影响”因果关系把主体知识关联起来，

在具体学习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进而把整篇课文、整个专题的知识完整的掌握起来。

③ 纵横逻辑

纵是指深入思考，横是指全面思考。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关系，请看图 13，这是一年的高考作文

题，叫做“挖井”。这幅漫画寓意深远，那怎样才能更快的挖出水呢？有经验是师傅往往会先横着挖，然

后再纵向挖：横着挖就是在地面上多采几个点试挖一下，如果越挖泥土越潮湿，那有水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可以往纵向挖，往深处挖；如果越挖越干，或者发现石头挖不动，那有水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要考虑

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图 13 挖井

其实，我们学习、解题的过程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中高考总复习时，例如：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5137/7583885.htm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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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考复习思维导图——世界近代史

图 15 中考复习思维导图——专题复习

图 14是我在中考总复习时用思维导图梳理考纲的知识点，这是注重基础、全面复习的过程， 我称之

为“全面思考”；刚好这一年是改革开放 30周年，所以我用图 15进行“改革发展”的专题复习，这是提

升难度、深入复习的过程，我称之为“纵向思考”，综合起来就是用纵横逻辑进行有效的复习。

④ 关键（重要性）逻辑

关键是对事情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或可以组成某件事物的重要部分。根据事物发展的重要性（中心事

件），进行组织学习也是很有效的一种思维方式。例如：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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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世界现代史

图 16 是人教版九年级下册世界现代史的二级知识导图，导图以“二战”为中心事件，把整个世界现

代史的知识关联起来，较好的构建了知识体系。

⑤ 辩证逻辑

辩证，形容看问题的眼光全面，指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

正确反映，即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

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在我们历史学科对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认知，更应该应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分析和评价。

图 17 评价秦始皇 图 18 评价辛亥革命

5 学科逻辑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思维训练在学科应用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学科特点进行演绎，我称之为

“学科逻辑”。

历史学科的教学往往都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外交关系、科技、思想文化等方面展开，这是历史

学习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在中学各阶段的学习中都表现很明显。例如：

http://baike.baidu.com/view/635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564.htm
http://www.zx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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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唐朝

图 19是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四级知识导图，唐朝是我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在课标中内容

较为重要，所以教材安排的篇幅也较多，共 7课时，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外交关系、文化等方面进

行阐述。通过这样一张图，这个单元的学习就简洁明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的案例分析更多的是以单一方式呈现的，它在平时新课教学上经常使用，在具体

应用时要灵活变通，同一知识可以应用不同逻辑进行演绎；另外，在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中高考

的复习中，往往会采用多种方式综合展开，因为复习更关注“面”的使用，这样才能更为完整的构建知识

体系。

综上所述，五大常用逻辑是我个人的实践与思考，它们很好地帮助了我提升思维，日常教学、工作中

遇到问题基本上都能迎刃而解。思维的个性化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前面四种逻辑是共性的：类群逻辑、时

序逻辑对各学科都适用，空间逻辑可能对历史、地理、数学等学科会更适合些，因果逻辑、递进逻辑则对

文科更适用些。关于“学科逻辑”，文中呈现的是历史学科案例，其他学科需要根据自己学科特点进行归

纳、总结。

关于历史思维的基础训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中并没有详尽的描述，

需要老师们在自己的日常教学中不断思考、总结，上述分析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然后

进行更深层的思考，进一步的拓展延伸，真正为自己的教学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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