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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历史思维为导向的

&史学概论'课堂模式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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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史学概论.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课程"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核心课程! 为了

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探索以培养学生历史思维为导向的课堂模式! 这一模式要求教师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敏锐地

搜索课程的理论难点"提醒学生积极思考! 其次通过历史事例与理论知识的有效结合实现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目的"历

史事例的选择应该符合历史思维的要求"同时注意历史事例与理论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导学生关注隐藏在历史事例

中的细节和疑点"启发学生运用理论解释历史现象"鼓励学生依照不同的理论"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历史"培养学生的

历史思维! 在-史学概论.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这一课堂模式"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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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史学概论(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历史学的本体

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 与其他注重实证研

究的历史学课程不同#'史学概论(具有很强的思

辨性和理论性)!*

#对于正确理解历史问题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核心课

程& 由于'史学概论(课程的理论性太强#内容比

较抽象#学习难度很大& 为了提高这一课程的教

学质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探索以培养学

生历史思维为导向的课堂模式#该模式注重教师

的主导作用#通过合理运用理论知识对历史问题

的分析-解读#构建培养历史思维的课堂#增强学

生对历史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5 在&史学概论'课堂中培养历史思维的

重要性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

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

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2!

可见#运用历史思维认识中国今天的问题和未来

的发展趋势十分重要& 历史思维是历史专业本科

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大学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就

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什么是历史思维. 历

史思维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虽然目前学术界并无

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分析-研究历

史问题的思维方式#即运用一定的理论#分析-解

读各种历史现象#找寻历史现象之间的关联#形成

对历史的理性认识#具体包括历史时空理解-历史

资料运用-历史解释-辩证思维等内容)**

& '史学

概论(即是讲授史学理论以及如何辩证认识历史

现象的一门课程#其教学过程对于养成学生的历

史思维十分重要&

'史学概论(的理论知识是历史知识的概括

性-抽象性总结#由于其脱离了生动-鲜活的历史

情景#在学生看来#就是抽象晦涩-枯燥乏味-难以

理解的东西& 为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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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论(课程教学一般安排在历史专业本科生三

年级的上学期或下学期#此时学生已经学习了两

年的历史专业课#具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尽管如此#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不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仍然有限#如果教师简单囿于理论讲授#那

么学生除了被动接受-死记硬背之外#难以深刻而

准确地理解理论知识#自然也不可能达到培养历

史思维的目的& 因此#教师要想办法让枯燥的理

论知识变得鲜活起来#通过将抽象的理论知识重

新还原到具体历史情景中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

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形成对历史的宏

观认识#由此促进'史学概论(课程的学习& 如

'史学概论(关于社会历史辩证运动的理论中#十

分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首

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也就是物质生产的承

担者劳动群众的历史#从而得出了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的科学结论(

)3*12

#这是从历史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理论知识& 如果在教学中仅仅只是讲

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观点#不免流于空洞

的口号#学生也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所以教师应

该结合相关历史事例进行教学& 比如唐宋时期的

下层士人属于人民群众主体中的读书人#'在中

国古代社会#影响百姓日常行为的不是政府的硬

性规定和高高在上的官僚-名人#而是生活在他们

周围的那些有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 他们生活在

共同的地域#有着密切的接触#这些人的一言一

行# 都 潜 移 默 化 地 影 响 着 周 围 百 姓 的 行

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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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这些下层士人在地方公益

事业-移风易俗-文化普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

导学生思考历史问题#真正理解'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这一宏大理论命题& 当然#将理论

知识还原到历史情景中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重

复#而是理论指导下的解读#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

义#这一解读就体现于'史学概论(的课堂教学

中& 教师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为导向#在

课堂教学活动中将史学理论与历史事例有机地联

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准确把握'史学概

论(课程的理论内容&

同时#历史思维对于以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

历史和现在也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目前史学理论

大体可分为现代历史学理论和后现代历史学理论

两大类#它们对同一历史现象的解读往往不同&

如对于中国历史上妇女的缠足现象#现代历史学

理论认为#缠足是丑陋-落后的符号象征#'妇女

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等的压

迫(#由此将明清历史解读为妇女受压迫的历

史)1*

& 而在后现代历史学的语境里#将对缠足现

象的批判看作是现代性思维方式思考的结果#是

男性话语霸权的体现#这种看起来合理的现代性

立场很可能遮蔽了历史当事人#即女性自身的感

受和认知#所以后现代历史学家呼吁研究者应该

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说话#要倾听女性自己的

声音#在他们看来#对于 !1至 !%世纪的中国女性

而言#'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 缠足

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向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和

可欲性#对于女人本身而言#这还是自尊的一种具

体体现(

)2*#++

& 显然#运用不同的史学理论可以解

读出不一样的历史#这种解读过程本身就是属于

历史思维的范畴&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提醒

学生历史思维的重要性#杜绝割裂历史与现实的

做法#使学生真切体会到历史思维对于认识历史-

了解现在的功效&

可见#在'史学概论(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只

有以历史思维的养成作为引领教学的方向#才能

既传授专业知识#又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读

历史#认识历史的不同面相#这对于提高'史学概

论(的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和创新能力意义重大&

#5 如何构建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课堂

'史学概论(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以理论知

识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在此过程中形成历

史思维&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发挥主导

作用#以高度的责任心-广博的历史专业知识及敏

锐的专业视角为基础#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帮助学

生融会贯通地学习'史学概论(这门课程#提高以

理论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促

进历史思维的养成& 为此#教师应该具备开放性

的思想和胸怀#与学生共同探讨历史问题#启发学

生思考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构建培

养学生历史思维的课堂& 具体而言#教师应该做

到以下三点!

第一#教师必须充分理解'史学概论(课程的

理论内容#敏锐地察觉到理论知识的难点#并提醒

学生重点学习#积极思考#这是构建培养学生历史

思维课堂的基础& 比如历史理论的难点较为突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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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课堂教学中讲授

的内容包括黑格尔的历史方法论#以及黑格尔关

于历史发展动因-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世界历史

的进程等问题的理论& 为了让学生能够准确理解

黑格尔的相关理论以及养成历史思维#教师提前

三周布置学生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且

按照专题分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设有组长#在教

师的指导下负责各组的学习-讨论-问题汇总#并

及时与教师沟通& 此外#还建立了史学概论学习

jj群#用于课余时间的交流#保证学生能够及时

得到教师的指导#各小组的小结及汇总的问题亦

于讲授黑格尔理论的前一周在 jj群中展示#便

于每一位学生了解问题的具体内容& 教师在课堂

教学环节通过设问和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黑

格尔的相关理论#并注意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思

考历史问题#将问题引向深入#同时针对jj群中

展示的问题进行重点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

见解#为养成历史思维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将史学理论与历史事例相结合#促进学

生对理论的深入理解#学会以理论解读历史事例#

这是构建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课堂的主要途径& 历

史事例对于学生历史思维的养成十分重要#而我

国数千年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涵

盖的历史事例数不胜数#想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

内对这些历史事例事无巨细地分析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必要的& 所以#教师必须根据培养学生历

史思维的需要进行鉴别-甄选#在纷繁复杂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找到能够体现历史思维的代表

性事例& 一般说来#选择历史事例应该遵循两个

原则!一是历史事例的运用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分

析能力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二是

历史事例应该具备开放性-创新性-多维性的特

征#以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以后现代历史学理

论的教学为例& 后现代历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

一是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考察#正如后现代历史学

的代表人物福柯所言!'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

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

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

)+*1即历史文本是历

史中的人写出来的#他们在记录-写作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因素-个人感情及价值观

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文本所反映的历史只是文本

对过去的描述#并不等于真实的过去& 为了使学

生在理解后现代历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培养历史思

维#教师应选取恰当的历史事例进行分析#比如玄

武门之变就是一个较好的事例& +新唐书,言唐

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前#'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

太子& 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在

此一危机情况下#李世民才被迫带兵入玄武门#杀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1

& 历史文本告诉读

者#因为猜忌和多疑#李建成联合李元吉要谋害李

世民#李世民不得已反击#才做出杀害太子之事#

且高祖李渊本来就想将皇位传给李世民& 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首先提醒学生#玄武门之变的解读是

一个开放的问题#不一定只有史书这一种理解&

然后再引导学生根据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进行探

究性思考#读出+新唐书,文本背后的另一层涵

义!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害太子和齐王本来是

违背儒学伦理规范的行为#甚至可以定性为谋逆

罪#但由于李世民继位之后励精图治#造就了政治

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贞观之治#为唐朝将

近三百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由此历史文本就将

唐太宗塑造为一位符合儒学规范的英明君主的形

象#他曾经做过的事情也就具有了合法性依据&

最后#再通过提问的方式#要求学生思考古代的历

史学家为什么会这样描述唐太宗#提示学生很可

能古代历史学家们假借着合法性的权威#掺入了

自己的观念和立场#美化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

写出了一段自己理解的历史#历史文本的这种写

法很容易使后人认为李世民是迫不得已断手足之

情#从而得出李世民谋杀兄弟是合法行为的结论&

结合对这一历史事例的分析#后现代历史学的理

论就变得清晰-明了#学生易于掌握#而教学过程

中教师提问-学生探究等方式的运用#又使学生认

识到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有多维度的理解#以此

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教师在选择历史事例时切忌随意为之#必须

注意事例与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所选择的历

史事例应该与史学理论的知识点在内容上有较强

的关联度#这样才能达到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目

的& 年鉴学派是目前西方史学界的主要史学流

派#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变革亦有较大影响#年鉴学

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继承费弗尔-布洛克总

体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间理论#认为

历史时间有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分别对

应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其中#学生最难理解

的就是中时段的历史时间& 针对此一现象#在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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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教师可以按照理论与历史事例匹配的逻辑

关系#选择从汉至清的中国人口问题作为案例#以

期阐发中时段理论对于揭示传统的短时段研究所

未能显现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历史上

的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均以断代为界进行分析#属

于短时段所反映的历史运动& 课前预习中#要求

学生了解各个王朝的人口情况#而课堂提问环节

设置的问题可以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来人口变动的

趋势#这就使学生真切感受到#仅仅知晓各个历史

时期的人口情况对于理解历史还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再引出布罗代尔的中时段理论& 教师在课堂

上归纳学生的预习结果#要求学生以布罗代尔的

理论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进行解读#这时学

生很容易就会发现人口变动的特征如下!在汉至

清康熙之前#除了宋代有一个人口的短暂高峰外#

基本波动不大#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从康熙十

八年"!12%%至咸丰元年"!+"!%不到两百年的时

间内#人口进入到一个迅猛增长的时期& 最后再

提示学生思考人口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 在这样

的课堂教学中#历史事例与理论的匹配至为关键#

恰当选择历史事例#可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感性

认识#也促使学生学会自主思考历史问题#提高历

史思维能力&

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历史事例时#还要注

意引导学生关注隐藏在历史事例中的细节和疑

点#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此过程

中注重养成历史思维& 这种关注历史细节的趋向

正是当今国际史学界方兴未艾的微观史学所提倡

的研究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对历史上个别的-特殊

的-区域性的小事件和小人物的分析#深入理解历

史的整体性& 为了使学生更准确地认识微观史学

的理论#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选择马铃薯与爱尔兰

历史的关系这一具体事例#其分析视角000马铃

薯是一个十分微观的现象#但探讨的却是爱尔兰

历史变迁及其世界影响的大问题& !2 世纪以后

马铃薯在爱尔兰的广泛种植#解决了爱尔兰长期

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而

!%世纪中期的马铃薯枯萎病#使得马铃薯大量减

产甚至绝收#造成爱尔兰严重的大饥荒#迫于生

计#大量爱尔兰人向外迁徙#导致爱尔兰问题成为

一个国际问题)!$*

& 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一历史事

例的具体分析#使学生掌握微观史学的特点和意

义#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理解历史不仅仅只是追

寻历史真相#还包括认识历史的不同侧面#而这一

理解历史的过程实则就是有意识培育自己历史思

维的过程&

第三#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时间#帮助

学生学习运用理论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并鼓励

学生依照不同的历史理论#多层次-多角度地解读

历史#充分认识历史思维的重要性#这是构建培养

学生历史思维课堂的深化手段& 例如关于重建历

史的问题#首先必须使学生认识到历史理论对于

重建历史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

理论#就会重建什么样的历史#为此#教师可以选

择学生较为熟悉的项羽形象为例进行分析& 然后

展示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相关记载#即

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项羽突围-乌江自刎四个内

容)!!****

4

**1

#引导学生对相同的史料使用不同的理

论进行解读#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使学生了解如

何利用不同的理论多层次地解读历史#并在分析-

解读的过程中养成历史思维&

*5结论

'史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

往往难以理解其内容#单纯的理论讲授显然不能

满足培养新时代历史人才的要求& 针对这些问

题#我们在教学内容的调整-历史事例的选择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建立了以培养历史思维为导向的

课堂模式& 这一模式贯穿于'史学概论(的整个

教学过程中#不仅使晦涩-抽象的理论知识更加鲜

活-生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强了师生

互动#而且还通过历史事例的媒介作用#促进了学

生与理论的沟通#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

上积极思考#并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历史问题提出

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

维#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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