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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中学历史老师面临着如何使用新课标教材的问题。笔者认为�应注意三个方
面：树立正确的教材观、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提高教学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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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观念�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
在本次课程改革之前�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基本

实行 “一纲一本 ”政策�教科书、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三
位一体。偏离教科书不仅会被指责为 “超纲 ”�而且也
会对学生的考试成绩产生负面影响。教科书被放到一
个很高的地位�被当作唯一的教学资源�有的老师谑之
为 “圣经 ”。教师们习惯于研究教科书�事实证明这也
是一种奏效且保险的方法。本次课程改革打破了这种
“平静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规定 “实
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
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
材。”截至目前�高中已有人教社、人民社、大象、岳麓
四个版本�初中更有人教社、北师大、华东师大等等十
几个版本。虽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一纲多本 ”还有
些差距�但各版本教材的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有些地
方也相差甚远。比如新课标必修 （Ⅰ ）第一个专题下
列有 “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
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岳麓版添加了内外服制度�人民
版增加了礼乐制度宗法制却讲的很简单�唯有人教版
仍按奴隶制进行解释。初中课标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
争 ”专题�人教版设有 “不朽的战歌 ” “众志成城 ”、“台
湾光复 ”�北师大版则添加了 “血染卢沟桥 ” “平型关大
捷 ”。在这种形势下�若继续用原来的方式处理教材�
视教材为 “圣经 ”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则难免有固步自
封、画地为牢之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的教师
试图综合各版本教科书知识或者依据课标中列出的内
容标准来讲授。但须知这些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 “知
识点 ”�只是用来支持历史课程目标而已。况且这种
处理方式还有一个可行与否的问题。因此�树立一种
新的、符合新课程要要求的教材观显得尤为重要。
　　 （一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资源而非唯一资源

与纸质印刷时代的要求相适应�教材一直是我国
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以不属于人们常常误以为
教材就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让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
同水平的学生学习同样一种教材�导致教材的适应性
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本次课程改革意识到这个问题�
特别强调课程资源的作用。因为没有课程资源的广泛
支持�再美好的课程改革也很难变成中小学的实际教
育成果�语种课程资源的丰富性与适切性程度决定着
课程目标的实现范围和水平。所以教材不再是唯一的
课程资源�而且其作用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中学历史
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变化�尽早实现出 “教教材 ”向
“用教材 ”的转变。

（二 ）教材是教学目标的支撑�是为教学目标服务
在教材使用中要牢牢树立课程目标的观念�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实现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发展。这是历史课程标
准的核心也应成为处理教材的最高标准。教材所提供
的知识只是对课程目标的一种支撑。教师完全可以超
越教材�对一些具体的知识点当删则删�当添则添�不
必囿于教材具体知识。
　　 （三 ）教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师有使其不断完
善的权力与义务

教材的建设不再仅仅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专利。教
师作为 “用教材 ”者�教师应该在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中
占有一席之地�有资格对教材进行评价。而且教师与
学生接触亲密程度�对学生的了解程度�是专家学者所
不能相比的。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向教材出版机构反
映学生的需求�指出教材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国家
大力推进教材的多样化�教材的出版发行已进入了商
业运作阶段�相信各出版社为了自己教材在市场中占
有占有量�会很重视一线教师的呼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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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终生学习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在现代这个信息社会�学生们获取历史信息的渠
道日趋多元化�眼界也较之以前开阔得多�如果历史教
师还抱着 “吃老本 ”的思想�很难调动学生积极性�从
而也影响教材的使用效果。提高历史教师的知识水
平�建议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 ）历史专业知识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嘱咐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系毕业生毕业后要继续学习�要学点名著。系
统地学习史学名著在本科阶段是个 “弱项 ”乃至 “缺
项 ”�而它却是历史教师在职学习的重要内容。如教
古代史�只读几本通史类的书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读
断代史�而且是评价较高的断代史著作。像讲魏晋之
前�就应该细读王仲荦的 《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断代
史、专门史的学习应该成为历史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
此外�历史教师还要经常关注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可
以从《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等历史专业
的权威刊物上精选些文章细细研读�这有助于我们更
加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鉴于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任
务较重�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可以读一些综述方面的
论文�有 “短、平、快 ”之效。如 《历史教学》2005年第
11期上刊登的《论抗日战争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深刻理解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专题就很
有帮助。

（二 ）新课程的相关知识
目前�国家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课改实验地区

大力进行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国家历史课标组专家
朱汉国、姬秉新、王斯德、马世力等先生经常赴教改一
线培训指导。各出版社也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新课程尤
其是新教材方面的培训。但这些培训毕竟时间短�机
会也少�很难对中学历史教师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影响。
深刻理解新课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历史教师长
期不懈的努力。

1．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知识与理论知识。历史教
师应认真学习教育部颁布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对本次课程改革有个大体的了解。另外还要读
一些关于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智能
理论知识的基本著作�这是本次课改所引进的新的理
念�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课程改革。

2．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历史教师应认真学习教
育部颁布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实验
稿 ）》及其《解读》。 《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中
学历史教学参考》几家历史教学专业刊物时刻关注本
次历史课改�同样是我们了解历史教学改革的一个窗

口。
三、努力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

　　 （一 ）重视讲述法�提高讲述法
长期以来�讲述法作为历史课堂中最基本的方法�

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讲述法之所以同 “灌输法 ”等
同起来�原因大致有两点�成为唯一的方法�使学生产
生 “接受疲倦 ”。另一方面�与教师语言艺术水平较
低�平淡缺乏激情有很大关系。否则为什么我们听评
书、演讲时不会产生这种感觉呢？讲述法其实同参与
式互动式教学法并不矛盾。当我们听一场激动人心的
报告时�虽然从头至尾不说一句�但我们的思维不是一
直很活跃吗？这其实是与演讲者一种心与心的交流�
而且这种交流所产生的感染力与震撼力往往要比简单
的游戏与讨论深刻得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
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提高讲述水平�可以先从提
高语言艺术入手。注意语言的规范、准确。其次要声
情并茂、形象生动、最好能有那种指点江山的激情。甚
至还可以适当运用有些幽默感。历史教师可以借助录
音带、录像带、光碟、还有网络来研究特级教师讲课的
语言艺术�最初可以模仿�而后再探索适合自己的语言
风格。可以收看一些高水平的华语辩论大赛、听一些
历史讲座。就是注意相声、小品里面的语言艺术也会
对我们提高自己的语言艺术水平有很大帮助的。
　　 （二 ）倡导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即指导学生�通过多种途径�采取类似
于史学研究或科学研究的方法�去主动探究历史�培养
创新精神和实战能力�本次课改中所出现的教材给人
一种全新的历史感觉。新的观点大量出现在教科书
中�“动脑筋 ” “活动与探究 ”栏目也是第一次出现。教
师要好好利用这些新材料�为学生提供参与活动的机
会。研究性学习要把握尺度�要求不宜过高�关键在于
让每一位学生形成初步的问题意识�一种参与意识。

新一轮课程改革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是个挑
战�更是一个机遇。许多历史教师在给予历史课堂智
慧与生命的同时�也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如青岛的任
存娣老师、上海的李惠军老师等等。每一位历史教育
工作者都应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这次改革中�教中学�
学中教�永葆历史学科的生命与激情�相信历史学科一
定能迎来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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