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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汤敏教授对学生的调查 

问卷中有一个令历史教师们吃惊的发现：学生喜欢历史 

但不喜欢历史课。如何基于学生个体生命发展的需求而 

活化历史，构建生动活泼的历史课堂，成为历史教师探 

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根据个人教学实践本人认为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

、历史课的导入要寻找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切 

入点，引发学生对历史问题探究的兴趣 

学生在生存和发展中的活动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 

三个方面。学生生活是离不开社会的，要让历史教学贴 

近学生生活，就要把历史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 

来，既要关注学生的个人生活经验，也要联系其家庭和 
社会生活实际。历史课讲述的是已经过去的、无法给学 

生精确验证的历史现象。如何设法从一开始就吸引学生 

的注意，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使他们在整个课堂中都感 

觉具有挑战性，想去探究某些事物?导入相当于“凤头”， 

是教师送给学生的第一束鲜花，视为教学的“定调”。例 
如在上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10课《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时，我这样导人：“同学们，我们每年的五 

月四日叫什么节呢?”全班齐声回答：“五四青年节。”“你 

们知道这个节日的来历吗?”很多学生回答：“不知道。” 

我就告诉学生：“这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那么，什么 

叫‘五四运动’?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它为什么值得我们 

后人用一个节日去纪念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第10课《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样一 
来，学生的兴趣就被激发出来了，急切想了解新课的内 

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历史课导人成 

功与否是影响这节课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好的导人可 

以引人人胜，学生会被将要学习的内容所吸引，从而产 

生学习的兴趣。 

二、巧设问题，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历史。把 

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 

中学生有强烈的好奇心，教师上课时提出疑问、设置 

悬念，可以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但是设置疑问要有 

技巧，巧妙的设问，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亲身体会历史， 
从而学习怎样从历史看现实和从现实看历史。例如我在 

上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15课《“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讲了一些当时的历史事实和中 

日关系的现状以及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实，引导学 

生思考：“日本为什么要篡改历史教科书?假如你是中国 

领导成员之一，你最想对日本首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很多学生纷纷举手想要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的 

说是日本想掩盖事实的真相，不愿意把真相告诉下一 

代；有的说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认真地反省，我们中国 

也要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学会居安思危。第二个 

问题学生所提的三个答案分别为：第一个回答是兄弟 

呀，我们要抓住机遇搞好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第 

二个回答是世界人民都反对战争，在争取和平，你不能 

违背人民的意愿；第三个是你们要向中国人民道歉，因 

为你们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师生们 

对这些回答都不约而同地致以热烈的掌声，我表扬了积 

极举手的学生。下课了很多学生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趁 

我在讲台签名的时候，上来跟我谈起他们从报纸和新闻 

中所了解的中日关系的现状。这节课之后，我对自己上 

课所设计的问题，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最主要的思考方 

向是：我所设计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 

历史，能否让学生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深入学 

生生活，让学生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去探究历史问题。 

三、把历史教学与心理教育结合起来。让历史深入 

学生心理。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 

的道德遗产。”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历史现象很难再现， 

但是历史上涌现出的著名人物，并没有随着历史前进的 

脚步而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因为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气 

节而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青少年正处于性格的塑造 

期，我们可以用历史人物的经历和精神去向学生阐述伟 

人成长的足印，让学生理解其实伟人的真正伟大的是他 

所坚持的精神，这样用历史人物的精神去影响学生的心 
灵，从而起到净化学生心灵的目的。我在上人教版八年级 

上册《新文化运动》时，提到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活动的 

时候，我先让学生来谈在学这一课之前自己对鲁迅的了 

解，包括他的著作和经历。很多学生对鲁迅有所了解，能 

说出他们在语文科所学过的鲁迅著作，以及语文老师跟 

他们说起的鲁迅的经历。接下来我主要是讲鲁迅对自己 

人生目标的调整，即鲁迅在21岁时就表达了“我以我血荐 

轩辕”的决心，甘当人民的孺子牛。为实现终极目标一  

救国救民的理想，鲁迅几次调整自己的努力方向：入军校、 

学矿业、攻医学，后来选择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决定用战斗 

的笔来唤醒民众被麻痹的心灵，即使面对国民党的子弹， 

他也毫不畏惧，最终成为一代思想巨人、文坛泰斗。然后 

提出问题：从鲁迅的经历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让学生 

来进行探究，很多学生都能认识到：我们在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如果发现目标与自己能力存在差距的时候，我们要 

能适时调整原来的目标。调整目标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 

了，而是为新的目标不断努力，不断靠近自己的终极目 

标，鲁迅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 

究，我发现课后很多学生去找鲁迅的著作来阅读。这就是 

历史课对他们所进行的人生教育。我们要积极探究挖掘 

历史课所蕴含的教育作用，也许因为教师的某一个历史 
故事，学生会为此而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他的整个人生。 

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可以充分挖掘教材的深度，把情感和 

价值观融合在每一节课的教学中。 

历史让我们得到了智慧，既然历史给了我们智慧， 

我们应该用自己所学的智慧，适应新课改的要求，贴近 

学生的实际生活，为学生的心灵注入一股暖流，让学生 

能感受到历史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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