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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程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中，教师的教育目标从应试和成绩转向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以此提高学习

效率，发挥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培育合格的现代公民。但历史学科内容浩如烟海，同时具有一度性与具体性等特点，学校

常用的促学与助学手段收效甚微，是历史教师在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因此，历史教师应及时转变教育理念，把握中学生的学

习心理，将心理学与高中历史教学有机结合，最终实现教育教学的目标。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educational goal has shifted from exam oriented and achievement 
oriented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history, so as to improve learning efficiency, give full play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istory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modern citizens. But the content of history is vast, and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ce and concreteness. The 

commonly used means of promoting learning and assisting students have little effect, which is the difficulty that history teachers 

face in practice. Therefore, history teachers should timely change their educational ideas, grasp the learning psycholog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rganically combine psychology with history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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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要求“通

过高中历史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

康发展。”因此，在新课程教学中，历史学科需将目光落在

对学生学习心理基础和教育心理结构的培养与设计领域。它

关乎学生健康人格的教育、发展及历史课的成败。课程改革

对现代教育培训的要求同样集中在学生学习心理和结构适

应并进行维护与优化。因此，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与教

学设计都应该更适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更要揣

摩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促使其心理结构向更完善、更稳定

的方向发展。论文试以中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中学生的学

习内容与形式及与历史教学的关系等方面谈谈自己的思考。

2 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中学生学习的两

大心理学理论基础

2.1 行为主义学派理论对历史学习与教学的启示

行为主义理论学派的基本理论是学习在动机和意识之间

建立了联系，学习形成了激励与反思，或者说将行为习惯和

改变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教育是约束学生行为，对其正面行

为作出正强化的过程。教师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改变行为方

式和激励措施，将学生朝着预期的方向引导。这一流派主要

倡导程序化教学。



116

教育科学发展·第 3 卷·第 11 期·2021 年 11 月

高中历史教材采用纲要式，历史角度看，时间上跨度大，

涉及事件庞杂人物繁多；空间上较分散，国别间地域间冲突

多；而世界又是一个统一整体，每一段进程都不能被割裂，

二者之间又有着辩证关系。从文化角度看，不同地区与民族

文化冲突又融合；同时受制于时空差距与差异，学生独自难

以完成知识内化，过往的生活经验不够支撑其进行感知和思

考。但课标要求学生能够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关

联性思考，形成整体性认识。可以看作思维的变化从平面到

几何式的建筑。

总之，历史学是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知识

集成。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要从历史知识和社会教育心理学的

角度深入研究教学技能，能够妥善运用教育心理学知识，以

知识作为教学工作开展的基石，在教学中采用符合学生认知

规律的教学方法，以期教学效果达到理想阈值，从而实现史

学的育人功能。

2.2 建构主义学派理论与历史教学的融合

建构主义多年来在教育界始终追随者众多，作为一种教

学理论用它主张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作引导者①。认为学

生在被灌输知识前，将会根据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对新的

学习内容和知识进行认识、理解和建构。

中国由于国情及行为主义的长时间盛行情况下，教育基

本仍在师生辅导的框架内，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因此，

历史教师应尝试将建构主义教学法与高中历史课相结合。建

构主义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感受历史教育和学习历史的乐

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这有利于实现当今教育改革的

要求。

3 运用与反思—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

3.1 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历史教学设计—以《辛

亥革命》一课为例

3.1.1 辨析：教材、教师及学生的关系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内核的教学模式一改教材、学生、教

师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使教材的知识不仅是被讲授的元

素，而是学生建构的对象。教育媒体已经从教学机会转变为

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和促进研究。教师和学生从知识传输者、

灌输者和外部激励的被动接受者到对知识意义的组织者、培

训者、意义开发者和主动设计者进行主动改变了。以此使这

四个教学因素的作用和关系更加明确、清晰、稳定。

建设主义课程设计的目的是把课程设计的重点放在学生

的学习路径中的学生应该怎样做上。强调“情境创设”“协

作学习”与“学习环境”三者的结合。因此，教师在运用建

构主义理论和指导思想教学时，应考虑：如何运用恰当的教

学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心理与意识，真正体现学生为

中心。

3.1.2 方法：创设情境，意义建构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辛亥革命》一课为例：根据课

程标准，笔者将本课主要脉络确定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

立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及其自身局限性。从维

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的视角，也促进了学生从“第一发展区”

向“第二发展区”的自主问题解决过渡，使教学真正推进发

展，走在其前。

本节课教学设计强调“针对学习环境而非教学环境”。

因此，可采用历史短剧等手段在课堂上创设情境，要给学生

表现出更多自主性与积极性的机会，使学生的沟通能够在特

定的学习环境中进行。

于是，在设计《辛亥革命》的一课时，首先紧密结合教

材使学生对史实有概念；结合导入新课时引导学生复习甲午

战争到辛丑条约的内容，使学生在头脑中对本节课内容有自

己的结构，引导学生组织语言讲述清末新政的内容。学生阅

读、熟悉课文并出示史料文献，整理融合所有的知识和资料

之后请同学填写老师给的表格；并在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

主义”与同盟会纲领的关系问题上畅所欲言，让同学们小组

合作，交流思想；同时渗透爱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求

身前身后名，只为国家的解放的家国情怀，请同学们自己总

结辛亥革命的意义。最后由教师整理同学们的发言，多视角、

多思维讨论问题，在做中学，培养学生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和家国情怀等学科素养。让历史课生动有内涵，在使学生学

有所获的同时，培养其成为有正确理想信念的四有青年。

3.2 对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历史教学实践的思考

①历史教师在设计和教学过程中使用结构主义，重点是

学生，但并非否定和忽视教师的指引作用。事实上，教师的

责任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其领导作用也变得更加突出。

只是，在知识和监督学习过程中，教师职责不再局限于传授

和控制，转而换上学生的指导者、培育者和组织者身份②。

在整个教学流程下，教师在组织、组织、指导和管理等每个

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和

谐地结合“主体”和“主导”的关系，学生和教师的两个积

极性才可以借此充分实现，建设主义的思想也可以真正地付

诸实施③。

②面向建构主义的教学虽有许多优点，但并非所有的学

习要素与情况都适用。因此，教学方法的设计要以教学内容、

结构和学生实际知识水平为优先考虑，如果他们的认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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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正式的、结构化的教学方法，那么他们的教学设计就不

该只是教材的载体，要更加灵活。一般来讲，建构主义的教

学设计和教学的结构方法更适合于开放式和更具空间性的

教育。

4 结语

如何根据学生的问题特点来采取相应的对策，不同形式

理论基础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未来我们将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并结合历史教学的实际，在学习过程

中合理有效地利用巩固力量，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浓厚兴

趣，有助于从“想我学”向“我想学”转变，营造有利于学

习历史的氛围，使历史教学更为科学和专业。但是，应该注

意到，这样的改变需要时间循序渐进，一口吃不成胖子。因

此，不要急于求成过分苛求，要多了解学生的学习和心理特

点，要利用现有材料，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切实提高历史

教育质量。鼓励学生积极健康地全面发展。

注释：

①俞志强：《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策

略》，《中学教学参考》2017年第16期，第79页。

②张明金：《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实践

研究》，《试题与研究》2020 年第 29 期，第 50-51 页。

③蒋晓霞：《高中生数学学习心理探究》，《考试周刊》

2019 年第 67 期，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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