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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的价值、灵魂、精神与魅力

孔繁刚，上海中学历史特级教师。先后担任过全国历史教研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国家级骨干教师培

训班讲座教授。现任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会理事、华东师大教

育系科教合作中心学科教师培训项

目指导专家。连续参加上海市历史

学科高中教材三个版本的编写；曾

经参与国家教委组织的教学指导用

书的编写。先后在国内外省市级以

上的教育教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

文、教案、教学实录三十余篇；在

全国历史教研会年会及国外相关学

术会议上多次作主题发言。

演讲人：孔繁刚

演讲题目：历史课的价值、灵魂、精神与魅力

演讲时间：  201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3:00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第三教学楼 206 室

主持人：王正瀚

整理者：蔡 一 王正瀚

主持人：今天非常荣幸请来了上海中学历史特级教师，也是全国资深的

历史特级教师孔繁刚老师来给我们做中学历史教育的专题讲座。孔老师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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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杰出校友。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很宝贵，在座有一些刚刚经历了中学实

习的大四同学，还有一些研究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摘要：历史课的价值在于真实，历史课的灵魂在于思考，历史课的精神

在于情感，历史课的魅力在于细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教学体

验向同学们生动形象地展现一个历史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把握主线，如何在课

堂上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如何在课堂上陶冶学生的品性与情操。

同学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又一次回到母校，而且来到这里我总是感到格

外亲切。半个世纪以前，我就是在这里读书的；给我上过课的老师，有的已

经病故了，但有的还健在，比如说郭绪印老师，我们现在还经常见面。

最近网上有两个命题讨论得比较热烈，其中一个讲到西化的问题。其实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西化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同学们可

以自己看一看，你的发型是中国古代的吗？基本上是西方的。你的眼镜、服

饰基本上也都是西方的。马路上的交通工具，有哪一样是中国古代留下的？

基本上也都是西方的，这是不可抗拒的。五十年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老

师给我讲过这个事情。上世界近现代史时，老师就讲西化是不可抗拒的。这

位老师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朱延辉老师，他一生述而不作，几乎没有

文章留下，但是他参加了最早的 1936 年版的《辞海》编写。现在我在讲史，

大家看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国门，可以说三十多年来变化最大的就是

开放。当初我们最早走出国门的时候，被西方所吸引的是电视机、牛仔裤这

类商品。要是有一个亲戚带个彩色电视机回来，那真是兴高采烈，以后每个

晚上都恨不得在电视机前度过。这是当时商品进入国门，其后当我们再度跨

出国门的时候，被西方吸引的是什么？是城市建设，西方的高层建筑、玻

璃幕墙，这些后来就在中国兴起了。今天我们到欧美旅游，则是被西方的环

境、绿化、秩序所吸引。现在我们再想想，上海哪一点不如西方啊？其实说

到底，是人的素质问题。有一个中国警察到日本旅游，从日本回来之后，写

了三件小事，他以一个警察的眼光去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件事，

在上海一个热闹的商业区，如果一个钱包落在了柜台上，你转一个身回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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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找到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自己也有亲身

体会，我去京都清水寺时忘记了一个保暖杯在那，等我兜一圈回来，这个保

暖杯还在原地。第二件事，他在日本的麦当劳发现，很多人是把包放在座位

上然后去买东西。而在中国，不仅包要随身携带，还要被反复提醒，包要放

在身体的前面。这就说明日本的治安很好。第三件事，他在东京首相官邸前

看见有人在示威，但是示威的人就在划定的区域内喊口号、拉标语，警察也

就在区域外走走、看看，大家相安无事。从这个警察的感受中可以看出，目

前来说中国的开放是不可抗拒的。邓小平在 1979 年访问美国时说过：“我看

凡是向美国学习的国家都富强起来了。”

今天能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我离开讲台已经十年了，今天这堂

课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课。我是 2002 年到退休年龄的，后来延长了四

年，延至 2006 年退休，距现在也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讲的内容可

能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接近课堂。虽然我在课堂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

更加年轻的一代已经超过我们这一代了。这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理念的不同、现代教学手段的进步，比如摄像机、PPT，对于我来说就不太熟

悉了，也不太懂操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如以前的话，不是不如我们这一代人，

而是不如解放前。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教育部副部长柳斌曾经说过：“理

科同国外比，文科同解放前比。”上海师大历史系最著名的教师都是解放前的

中学历史教师。解放后的，我们能够和他们相比吗？在教育方面，现在可能

还不如民国时期，特别是文科；有些地方民国时期不行的，可能现在更不行。

我这样说，可能让在座各位压力倍增。在我进入上海师大的时候，受到的思

想教育主要是让我们立志于基础教育，至于专业方面的要求就淡化、弱化了。

在上海的基层教育战线上，上海师大确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复

旦和华东师大。但是现在我们上海师大毕业生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就业方

面。来敲上海中学门的很多都是华东师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打底的也是华

东师大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复旦的研究生，甚至还有北大的。其实上海师大

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的教学比较严谨。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严谨，这里

面也有很多漏洞。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上海师大读书，四五年前毕业后，

我把他介绍到曹杨二中，曹杨二中是普陀区的头牌高中。他在那里压力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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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一次考核考了末位，曹杨二中实行末位淘汰制，他就没书教了。后来

他考上了华东师大冷战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这个冷战研究中心在全国可是数

一数二的。他说，他在上海师大学习的时候学校什么都给了他，唯独历史没

有给他。我总觉得解放后在基础教育上，我们这个学科知识的教育太差了。

当学生踏进上海师大，得到的教育就是一辈子从事中学历史教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教改之后，历史课被大量削减，考查历史教师的标准不是学科知识而

是家庭出身、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等。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文科教

学不如解放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评价一个历史教师的标准就是达标，教

初中的要求大专学历，教高中的要求本科学历。当时相当多的老师并未能达

到这一标准，所以这些老师一方面当老师，一方面当学生以弥补学历上的不

足。到了 90 年代，对于老师和校长来说，标准就是分数，分数就是命根子。

所以说，现在中学历史老师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想包括我们这一代刚

退下来的一批老师在内，问题便是学科专业知识的浅薄与僵化。

一、个人成长之路

历史课的价值来自于它的真实，历史课的灵魂来自于它的思考，历史课

的精神来自于它的情感，历史课的魅力来自于它的细节。下面先讲一下我的

成长道路，因为对于一个中学历史教师而言，也可以得到历史的价值。我认

为，我们历史教师随着学生的成长，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存

在于学生的心目中，凝结在学生的成长道路上。2008 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主办了一个“走进名师”栏目，邀请我写一篇文章，盛情难却，我就勉为其

难写了一篇，题目叫《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天时，意指我赶上了改

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教学的价值在于教真实的历史，在中国有相当多的人

为了挖掘历史的真相而付出了生命。过去，我们历史教学有四本参考书，苏

联两本，中国两本。苏联的一本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本是斯大林的

《联共党史》；中国的一本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另一本是

胡乔木的《中共三十年》。我们整个历史教学的框架没有跳出这四本书。所以

说，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要进行重新编写的。国家前几年搞了一个“夏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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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工程”，苏智良教授就说还不如把这些钱投入到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当中。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调查越来越困难。日本的靖国神社、美国的一

战纪念碑，上面的死难者都有名有姓、有据可查，而我们的大屠杀纪念馆

有名有姓的遇难者至今大概才五位数。历史的真实性想要调查清楚很难。中

学历史教学属于国民教育，它有中央制定的教学纲要，教师也只能在这一范

围内进行教学。虽然当前社会矛盾突出，但是我们是不赞成“茉莉花革命”

的，我们希望通过体制内部的改革来解决问题。历史的真实性对于历史教学

来说是第一位的。

其实中国古代史也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比如司南是假的，地动仪是假

的。同学们进入到大学以后，可能会发现中学历史老师教的历史有不少是失

真的。但不管怎么说，改革开放以后确实给我们历史老师带来了很大的自由

和发挥的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解放的是经济

学。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我们总是说西方资本主义是搞垄断

的，但是他们很早就出台了《反垄断法》。相比其他学术领域，经济学还是比

较开放的，我们历史学科应该说还是相当进步的。杨奎松的书、高华的书、

沈志华的书都是经得起时代变迁检验的，因为其中的结论都是有材料作为证

据的。有一次萧功秦教授到烟台开会时遇到我，问道：“你们中学历史书怎么

没有 1957 年到 1978 年的历史？”但是我认为我们大学的历史课堂还是比较

开放的。因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单位，而中学是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在对待主

流意识形态与历史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关系上要把握好尺度。

第二个因素，地利。我刚刚从上海师大毕业的时候去了一个学校，那个

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我家住在卢湾区，我是向明中学毕业的，我当然

希望回到向明中学教书。但事与愿违，我被分配到杨浦区，那时我还从来没

有去过杨浦区，对于当时的“大杨浦”根本就没有概念。去了后我被要求教

初一政治，后来因为我是共青团员，政治素质比较好，所以被充实到政治素

质相对较差的英语学科组去进行教学。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完全就是“哑巴

英语”，只能做一些阅读，听说能力非常差，直到现在都很一般。我只好晚上

到复旦大学读夜大进修英语。在 1978 年之前我一直是英语老师，所以现在

有些当时的学生看到我都说我是他们的英语启蒙老师。直到 1979 年进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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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学后，我才回到历史学科。当时我又教历史，又教政治。上海中学确实

是个好学校，语文英语都是使用公共教案，就是所有老师用同一份教案。但

是教历史的就我一个人，我只好一个人备教案，我做了整整两年。上海中学

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环境相对宽松，从不检查老师的教案。后来有一次副校

长问我，一星期要上二十多节课，有没有时间备课？我就实事求是地说有的

备课，有的不备课。我觉得上海中学这种宽松的环境就是地利。

最后一个因素是人和，人和造就了我。我刚到上海中学不久，碰到了一

个机遇。我遇到了一个苏州老乡，他后来成了教育学院的第一代教授、上海

市历史学会秘书长、宋史专家。他对我非常看重，把我吸收进来编写国家教

委的教学指导用书，把我吸收进上海市历史学会，又让我参加了一期课改教

材的编写。这些大事件对我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教学工作中的确有

许多人帮助过我，正是这些人帮我构建了这个平台，让我登上了历史教学的

高峰。

所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如果现在还要我复制这样一个

条件，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当年我录取在上海师大，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一名

中学历史教师的时候，我也有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当我离开教学岗位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了当年所追求的目标。历史特级教

师只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职称。现在中学教师也要评正高级职称，我总

觉得我的成就还远远达不到大学教授的水平。

我现在是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主办了一个“名教授

与准名师的对话”活动。我每年都会请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教授与

中学一线的教师进行零距离的对话。第一次我们请了上海师大的叶叔宗教

授、复旦大学的沈渭滨教授、华东师大的王家范教授等，后来华东师大、上

海师大也多次举办过类似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受到了一线中学教师的热烈

欢迎，大家为在中学也能搞出这样高规格的学术活动而振奋。退休后，我参

加了华东师大教育系科教合作中心主办的一个“聚焦课堂”项目，经常带着

几个青年教师到全国各地给当地教师评课。2004 年，我从日本探亲回来，收

到了人民教育社的一份杂志，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名师人生”。这个栏目已经

搞了几十期了，上面基本上都是介绍语文教师、数学教师、班主任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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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小学科的教师，那个编辑便想请一些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的教师去

充实这一栏目。他们找到了我，于是我为他们写了一篇文章——  《教师的价

值存在于学生的心目中》。

在我离开讲台的时候，我的学生为我举办了一个活动，叫“最后一堂

课”。那些已经毕业二十多年的学生，都回到母校和 2006 届高一学生一起

听了我的最后一堂课。上的是什么呢？EMPP。因为我参加过多次教材编

写，高三教材现代化的道路中讲到的英国部分便是由我编写的。我和上海中

学国际部的老师也进行过交流，他们开始不太理解，后来我进行了一番解

释。EMPP 是英国对于人类现代社会的贡献。E 就是 Engl i sh（英语）, 英语

作为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为世界的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M 就是 Machine

（机器），英国的机器制造业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2 个 P 分别是

Parliament（议会）和 Party（政党），现代民主政治的发端就在英国。我上这

节课的时候是 2006 年 6 月底，那时正值德国世界杯，多少人如痴如醉地熬

夜看球。其实这项当今世界第一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在英国。当我上完最后一

堂课时，我感到我取得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当年设定的目标。其中重要的一点

是，学生认为我讲的历史比较真实，即使在离校多年后，还存在于他们的记

忆中。

二、历史课的灵魂、精神与魅力

历史课的灵魂在于它的思考。我们以前一直把历史课当成一种说教来处

理，其实历史课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现在搞二期课

改，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从哪里来？中国人一直在讲创新，其实我们可

以翻开国外的书，在创新前面就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要求。最近我们到一所中

学去上了一堂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这一单元分为三堂课，第一讲是科

学家，比如伽利略、牛顿；第二讲是达尔文；第三讲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

其实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第一讲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第二讲是人类对自

己的认识，第三讲则是人类改造世界、造福自己。比如讲瓦特，瓦特之所以

能成为瓦特就是因为有一种创新精神在推动，有一种怀疑和质疑的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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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认为历史课的灵魂就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比方说，在讲古代数学

的时候，我们会讲九章算术，讲九九乘法表，讲勾三股四弦五，但其实这三

个都是有局限性的。勾三股四弦五少了一根弦，是什么呢？推理。但是别人

创造了什么？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九九乘法表其实是经验的堆积，

而九章算术仅限于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但实际上数学大量的题目不是应用，

而是思维的训练。

历史则不同，比方讲鸦片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它需要市场，

如果不占领中国这样的市场的话，它的资本主义怎么走向世界？不走向世界

怎么实现现代化？再比方说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拿到的“查理二世国王奖”，查

理二世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一复辟斯图亚特王朝，

二反攻倒算，三鞭尸。以这样一个人物命名的奖，温总理怎么会去拿呢？其

实，这个奖的全称是“文明与进步奖”。查理二世创建了皇家学会，而皇家

学会中诞生了一位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他还创建了格林威治天文台。

因此，我们不能只去看他政治上的表现，这样会缺乏对一位历史人物的全面 

评价。

同样，我到美国旅游时一个美国导游说，在美国对于一个人的历史评价

不是像中国一样盖棺定论，他的评价要到五十年之后才能形成，所以到目前

为止在美国历史上可以称为杰出的总统的就只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

斯福。那么有没有第五个呢？请同学们注意，2013 年可能就会诞生一位与前

面四位齐名的第五位杰出的总统—— 肯尼迪（1963 年 11 月遇刺身亡）。那么

肯尼迪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苏美争霸，他和赫鲁晓

夫较劲。但是他领导美国社会进行了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

还有，我们在教祖国统一大业的时候应该讲为什么先要让香港、澳门回

归，然后再解决台湾问题。因为香港有一个 99 年的租借条约，而且香港的回

归可以洗刷百年的耻辱。我们知道 1984 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谈，其实

领导人会谈外交部都是要拟好提纲的。但有三个人是不需要提纲的，一是毛

泽东，二是周恩来，三是邓小平。有一位老师在讲到 1997 年香港回归时邓

小平已经逝世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是动人的却又是真实的情感。

为什么说澳门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台湾问题最难解决？我们一讲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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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培养愤青，只知道喊“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口号。历史课不是政治课，政治是尊重需要，历史要尊重史实。外蒙古

被割让出去了，毛泽东到莫斯科找斯大林要，斯大林说那把外蒙和内蒙并到

一起来谈，毛泽东一听，怕到时候连内蒙都保不住，就不谈了。台湾问题为

什么难以解决？第一，这是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外族敌人造成的。第

二，背后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美国、日本都喜欢插手。第三，我们自己工作

中的一些失误。1956 年时其实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周恩来已经在仰光回答

记者，如果蒋介石回来，至少给个比部长高的职位，结果 1957 年开始反右，

1958 年炮打金门，这个机会就错过了。1965 年机会又来了，我们已经谈到

了让蒋经国留在台湾当省长，蒋介石可以回大陆定居的程度了，后来“文化

大革命”来了，机会又错过了。再后来蒋经国死了，如果他不死，再多活两

年，形势很有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要把香港、澳门搞好，让台湾看到“一国两制”是可行的。第二，把

国内的事情做好。从以上几点来看，我们历史的意义就是改革需要反思，前

进需要回顾。世界史会长潘光说过，“好多问题其实回到历史就能解决”，

“以史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课的精神在于它的情感。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美国南北战争，我们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强调它的一点是为了推翻黑奴制度而斗争，但林肯上

台后没有立即废除黑奴制，当时我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到

了 90 年代我们理解他了，因为他是总统，他要为祖国的统一考虑，避免国家

因此而形成分裂的局面。到了今天，我们怎么讲南北战争？去看看葛底斯堡

演讲。一共两百多个单词，有没有讲到统一，讲推翻奴隶制？没有！有的是

自由平等，最后提出要建设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同样一个内容，

站在不同角度回过头去看，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

同样的，在讲 19 世纪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时候，我让一个也是上海师大

历史系毕业的老师特地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有些老师

不理解，这个和课程内容有什么联系啊？我就说，这段不能减，后来这堂课

讲完后效果非常好。十二月党人为什么造反？穷人造反是因为没吃没穿，而

十二月党人是对自己特权利益的不满。我们再讲讲民国，20 世纪 2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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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青年都要去广州，去北伐救国。30 年代时好多人出国，到国外去寻找科

学救国道路。到抗日战争的时候，奔赴延安、奔赴重庆都是抗日救国。这些

青年人追求的就是一种理念，所以说我们历史课要有一种从情感到精神的追

求与铸造。

历史课的魅力在于它的细节。其实我觉得上海师大主编的那本文明史的

教材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夭折了。有些人说想要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

但我绝对不会要求回到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培养的不是人，是工具，是

螺丝钉。比如以前说到夫妻的问题，我们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生儿育女。而

人家结婚是为了对爱的追求。

美国的档案馆里面原原本本放着当时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本，

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档案馆去看。后来一次档案馆工作人员把这个原本拿

出来进行维护保养，在保护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用仪器检测出，在公民这个单

词的背后好像有修改的痕迹。经过仪器测定，原来的单词是“臣民”。这一改

动创造了现代化政治“公民”的概念。再比如说一厘米的智慧，20 世纪 60

年代东德修建柏林墙，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往西柏林跑，有一个青年在翻墙的

时候被一个人民军战士击毙了。后来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后，那个战士受

到审判，律师为他辩护说这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法官说：“执行命令没有

错，你难道不会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吗？难道你就没有道德的底线吗？”我觉

得这种精神应该灌输到课堂中，怎样在特殊情况下守住道德底线。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为止了。我觉得我们历史老师在建设

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认为历史课必须有一个

立意，即学好中国历史了解改革的必要性，学好世界历史清晰改革的方向。

如果我们能让学生从喜爱历史到喜欢读历史书，从喜欢读历史书到喜欢读经

典著作，那么我们整个民族的素养就大不一样了。

我想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后虽然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再聆听孔老师上历史课了，但是大

家肯定能够通过刚才饱含激情的讲座，领略到当年孔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

更为重要的是，同学们回去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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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善于思考的历史老师。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孔老师！同

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提问。

学生甲：我们怎样才能在历史课上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学生？

孔老师：这还是一个主线的问题。据说开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吸收意见

时，把葛剑雄教授找去了，葛教授就提了一个意见，把“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两个“大”字去掉。但是后来也没被接受。其实在课堂上有很多例

子，比如说戊戌变法，可以比较在当时对变法是怎么认识的，到民国时期是

怎么认识的，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怎么认识的，到了今天又是怎么认识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相比过去，环境宽松多了，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

与借鉴。萧功秦教授说过：“戊戌变法的失败就是因为太过于超前。”客观地

叙述历史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作为一名历史老师，我们还是要守

住道德底线，尽量把主流意识与学术前沿的成果结合起来。

学生乙：如何在课堂上对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

孔老师：我看教学论文的时候，看到类似“走出传统，走向创新”这种

话的时候一般只给 C 甚至 D。你走出什么传统？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民国

以来的传统？还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

尊重传统，还要回到传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的焚书坑

儒，再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的、

写的、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历史老师还是要有一颗史学的良心，

或者就像虞云国教授所说的，历史课在学生面前既要让他们感到温情，又要

让他们感到敬畏。

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要奔赴教学岗位，但是历史学科一个最大的特点就

是不从事历史教学也可以爱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科什么人都能

听得懂，不像数学、物理其他学科。所以我觉得，历史课有时候也要讲得有

点深度，让人家觉得历史也是一门科学。现在历史进课堂有三个层次，一是

把课本整理以后进课堂，这是低层次的，但这符合应试的需要；二是改造课

本进课堂；最高层次是创造以后进课堂。可以说目前为止上海上得最好的一

堂历史课就是晋元中学副校长，即现在的普陀区教育局副局长周飞老师上的

一堂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课，他把胡适作为一条主线讲新文化运动。要创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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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课堂，这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学生丙：创造以后进课堂是要以教材为基础的，那如何把握创新的尺 

度呢？

孔老师：最重要的是讲过程。周飞老师就是以胡适的日记为线索来讲新

文化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青年杂志》最初每周只发行几千册，那么

这场运动是怎么在全国推广的呢？周老师认为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蔡元培

把陈独秀调到北方，《新青年》编辑部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高地。二是白话

文运动。周老师不是从我们习惯的角度讲的，第一《新青年》，第二科学民

主，第三白话文运动；他是通过胡适这个人来讲新文化运动的过程。因此我

认为，历史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学生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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