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总第 ３５期

５９　　　

【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高中历史思辨型课堂教学的实践与反思

林　 亮

（遂溪县第一中学，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３４８）

【摘　 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要求。 目前，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高中生在历史学习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如何培养高中生的历史思辨

能力， 是当前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难题。 文章以思辨课堂教学为例， 从建构主义出发， 探索探究型教

学对高中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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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指

出，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五个方面， 即唯物史

观、 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
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对历史学科内容和历史学科

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 为了更好地落

实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 教师

必须关注学生思辨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渗透

历史理解、 历史解释、 历史认识因素， 着重培养

以思辨型为目标的学生自主探究学习能力。 为此，
笔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教学实践， 提出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策略。
一、 高中历史思辨课堂教学的内涵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

之。” “思辨” 一词在周朝 《礼记·中庸》 中早已

提及， 而思辨能力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

拉底的 “产婆术”。 思辨， 包括思和辨。 思， 是

想问题和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辨， 是辨认

事物的过程和结果。 历史思辨能力是对待历史有

关问题 （事件、 人物、 制度、 结论等） 的思考辨

别能力［２］。 历史教学需要学生主动参与、 自主整

理历史资料， 通过创设问题新情境， 让学生参与

课堂合作讨论，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联

想。 这样才能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整体发展，
这也是历史课堂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要求。

二、 高中历史思辨课堂教学的特点
高中历史思辨课堂教学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

教学活动， 它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精神， 也体现

了 “以人为本，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的现代教育

思想， 更符合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它的主要特

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自定步调， 走向生本

思辨课堂教学主要由学生来完成。 学生自主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 进而达到思维的升华， 培

养思辨能力， 进而建立起 “生本” 教学模式。 岂

不闻内有孔子的 “学而不思则罔”， 外有苏霍姆

林斯基的 “所谓真正地拥有知识， 就是对知识有

深刻的理解， 并且经过多次反复思考” ［３］， 故学

习过程必须要让学生自定步调， 让学生进行个体

思考。
（二） 激思拓思， 情智共生

思辨课堂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充分挑

战， 思维产生碰撞， 情感受到熏陶， 使课堂充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