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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历史课的魅力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曾说：“历史的过去并不像自然的过去，它是一种活

着的过去。”

i
历史本应是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但由于篇幅原因，教科书将

鲜活的历史表述得有点干涩和生硬；再加上历史教师与阅读渐行渐远，受功利思

想的支配。所以当前历史的课堂现状是：苍白的知识框架，无数乏味的概念，生

硬结论的灌输。历史学科成为了“边缘化”的小学科，一串串干瘪的教条逐渐失

去了它应有的魅力。历史课的魅力在哪里？    
    一、历史学自身的魅力 
    1.探寻与应用活色生香的历史细节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历史教学在宏观叙事的同时，也要关注细节的运用。

叶小兵教授在《细节的重要》一文说：“记得我的一位业师黄一欧先生曾说过：

一堂好的历史课一定要有典型的例子，而好的例子一定要有典型的细节。他的这

句话，实际上揭示了历史课堂讲授的一个规律性的问题，这就是优秀的历史教师

首先是优秀的历史讲述者，而要把历史讲‘活’，离不开具体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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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细

节可以重建现场，神入历史情境；呈现进程，彰显多元思维；点拨重点、阐释难

点、探究疑点，品味亮点。通过小细节透视大历史，用小细节还原历史的生动和

真实。如陕西西安中学的郭富斌老师在执教《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

立》一课时，呈现了这样一个细节：             
                    杰尔诺沃村“伊里奇之灯”  

    在我们的家里装上了这么美妙的灯，这是过去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替我们做

到的。但是苏维埃政权却做到了。为煤油和松明操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可

以安静地等待黄昏时刻的到来，看那灯光闪烁起来，照亮我们的农舍。心里是如

此欢乐和愉快，禁不住要高声喊叫：苏维埃政权，你干得多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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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材料非常典型，非常耐读，它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对新经济政策给自己

生活带来的变化的赞美，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也同苏共高层领导的认识形成对

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布哈林。为什么其他人反对、

沉默？“伊里奇之灯”能照亮农民，但为什么不能照亮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是因

为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这样搞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是复辟资本主义。当列宁去

世后，新经济政策就逐渐废除了。 
    2.重视历史的偶然性 

历史必然是由许多偶然性事件把它连接起来的，因此历史才会显得那么富有

魅力，才会吸引我们不断地从它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出万千规律，吸引我们

认识历史的奥妙与神奇。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误区就是过分夸大了历史的必然

性，却往往忽略了偶然性事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有

它的必然性，但最后在武昌能够取得胜利，又有它的偶然性。1911 年 10 月 9 日，

一枚炸弹在坐落于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指挥部意外发生爆炸，巡捕随后突击搜查，

逮捕了 32 名革命分子，查获了一些重要的武器、弹药和文件。为了保护自己，

新军决定第二天发动起义。10 月 10 日，新军工程营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然后

炮兵营和工程营冲向总督府，总督瑞澂和提督张彪逃跑，新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就占领了武昌城，前谘议局局长汤化龙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民政部长，他积极

奔走，成功地使汉口的外国领事认识到，在混乱之际应保持中立。所以当清朝总

督要求外国炮轰革命军时，外国领事拒绝了。所以，如果不是总督、提督的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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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的“中立”，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迅速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南北议和后，孙中山为什么会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执政为什么会得到大多数人

支持？如果孙中山据不让位的话，中国历史会走向哪里？ 
    二、教师的魅力  
    1.教师的丰厚的学养和教养 
    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正在形成自己独立

人格的生命。在这些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教师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因此做教师的人，当有一个广博而精神的学科知识支撑的专业世界和一个由

善良、独立、民主、关爱组成的健全的人格世界。2014 年泰安年会，赵利剑老

师执教了《两极世界的形成》一课，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冷战给我们什么启

示（如何化解危机）？ 
 首先引用了一则材料：         

从 1962 年 10 月 22 日到 12 月 14 日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来往的信
件就有 25 封，……在这些信件中，两人虽然相互指责对方的行为，但是都明确
表达了避免世界因为这场危机陷入核大战、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危机的强烈
愿望。另外，还有其他秘密渠道：……通过这些信件以及其他秘密渠道，两国逐
渐达成了谅解：苏联从古巴撤走中程导弹、伊柳辛－28 轰炸机及其附属设施，
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将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美国承诺不侵犯古巴，……等等。因
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让危机升级，努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美苏
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防止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的发生是古巴导弹危机最
后得以平息的根本原因。 

                                          ——刘金质著《冷战史》上 
然后对材料进行了解读：其一：“在这些信件中，两人虽然相互指责对方的

行为，但是都明确表达了避免世界因为这场危机陷入核大战、通过和平谈判的途

径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可见，化解危机的基础是：危机双方在避免核大战问

题上存在的共识可概括为：要共识，搁置分歧。其二：“通过这些信件以及其他

秘密渠道，两国逐渐达成了谅解”。在共识的基础上，双方进行了积极的对话，

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意图，防止了类似于朝鲜战争的悲剧重演，由此提炼出“要对

话，不要对抗”。其三：“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让危机升级，努力避免

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为什么这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让危机升级呢？双方的

核力量足以对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可归纳出“要单极，不要多极”这一结论。

iv
赵老师对材料的解读很见功力。 

    阅读就是往水桶里装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的学养丰厚了，课

堂教学也就活了，学生也能在教师的开阔视野中，增强历史的洞察力和历史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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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 
    2.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 
    苏霍姆林斯曾经说过：“一个无任何个性特色的教师，他培养的学生也不会

有任何特色。”

v
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会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学习品质的形成，

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独特教学风格所展示出的教育魅力会直接影响到学

生的学习热情。优秀的教师一定不是照搬教材，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有的教师

讲课亲切自然，侃侃而谈，娓娓道来，犹如行云流水。有的教师讲课层层剖析，

环环相扣，论证严密，结构严谨，犹如侦探小说，用思维的逻辑力量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师讲课情绪饱满，充满激情。有的教师讲课声情并茂，慷慨激昂，震撼

人心，犹如一幅画，一首诗。上海晋元高级中学李惠军老师的教学风格就是广博、

深刻，富有激情，是思维、智慧和情感的全身心投入，他还倡导“一节课一灵魂”。

深邃的哲思，生动的表述，抑扬顿挫的语气语调，如磁石般吸引着学生，触动了

学生的心灵，激活了学生“学史”的激情。陕西省西安中学的郭富斌老师宽广的

教学视野，独特的分析视角，严谨的思维逻辑，丰厚而又耐读的细节，践行大历

史教育观，无不彰显着历史教学的魅力。 
    3.灵活的教育机智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学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的所有细节，而在于根

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变动。”一些教师由

于缺乏经验，对于由学生引起的偶发事件，缺少沉着冷静、敏锐观察、灵活多变、

机智处理的办法。采取简单草率、主观武断的做法，甚至高举体罚和变相体罚的

大棍，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方式予以解决。动辄训斥批评，讽刺挖苦，不但使

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受到了损害和影响，也使师生情感产生了沟壑，更给正常的

课堂教学秩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富有教育智慧的教师则恰恰相反，面对偶

然性问题和意外的情况时，总能灵感闪现，奇思妙策在瞬间激活，机动灵活地实

施临场应变。 
    王彦玲老师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教学经验很丰富，也充满了教育智慧。当

我们班学生很浮躁的时候，她告诉学生“勿忘初心，平凡的坚持，成就伟大。”

“人不能有傲气，却不能无傲骨啊！”当初升高的学生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压力学

习，大家都感到很很累很烦躁，她说，“逆水行舟，用力撑，一蒿松劲退千寻”。

月考之后，她劝诫学生要努力，不能过了中考就忘了高考，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怎可对自己放纵！如果校长对老师降低要求，老师对学生降低要求，学生又对自

己降低要求，那学校岂不是要乱了——迁就，是罪恶的温床。 
    三、学生的魅力 

素质教育的根本特征就是学生的主体教育，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

学生主动参与历史教学的过程，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要

求。赵亚夫：“要想要中学历史有些智慧，就要把学生当回事，不放过任何让他

们思考、辩论、批判的机会。” 
毛经文老师在《用现实问题演绎精彩的历史瞬间——记高二文科班第一堂历

史课》中，让学生运用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产生方式选举历史课代表。 
18 班班委会研究后认为：本班 57 人，分座为五大组，对应为五大选区，适

合英国式民主，无论男女种族（该班还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学生），按实际人

口数分配给下议院议员名额，由于五大选区人数基本相同，所以每个选区都分配

给一名下议院员名额，下议院共有五名议席，只要赢得三席以上，任何一个政党

就可以成为本班历史科“首相”即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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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班班委员会研究后认为：本班 58 人，分座在三大组，适合美国式民主，

共设十一票选举人票，三大组可以对应为三大州，按人口的多少分配一定名额的

选举人票，19 班历史科代表候选人只要赢得六票选举人票以上就可以成为历史

科代表。 

最后，两个班都以百分之九十多的高票选择了适合自己班情的科代表选举制

度。 
课堂的前十五分钟由两大政党的党首带领、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到各个选区

进行演讲和拜票。

vi

 

毛老师的导言课，教师退居幕后，让学生自己用已学过的的历史知识（英美

资产阶级代议制），解决现实问题，（选举历史课代表），体验了民主选择的过程

（民主推举、精选投票，监督），找到了主人翁的感觉，体验了历史的魅力。 
在当前的教学改革中，杜郎口中学自主创新的“三三六”模式，山西太古二

中的“三五三”学导型课堂教学模式，河南西峡一高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

我校的“112 教学模式”，共同点是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大胆质疑，

这些教学模式释放了学生，真正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一些学生与

历史的高水平对话，一些高质量的生成问题，体现了学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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