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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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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历史 教 育 的 根 本 任 务 在 于 培 养 学 生 的 健 康 情

感和高尚情操，弘扬民族精 神，提 高 人 文 修 养，进 而 使 学

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 界 观，最 终 实 现 学 生 综

合素质的提升，促进人的 全 面 发 展。传 统 的 应 试 教 育 弱

化了历史课程在素质教育方 面 的 作 用，学 生 的 创 造 性 思

维和能力没有得到相应 地 发 展。因 而，在 实 践 新 课 标 的

当前，如何 在 历 史 教 学 中 培 养 学 生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和 能

力，是值得广大历史教师 探 索 的 方 向 之 一。笔 者 结 合 教

学实践体会，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与时俱进，树立全新的历史教学观

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历史教学往往采取知识灌输的

形式，注重对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的讲解，以及对相关知识

的记忆。在教学上也往往手段落后，方法陈旧。因而学生

的学习兴趣不高，更谈不上整体素质的提升，其学习目的就

只有一个，为考试得高分而努力。随着近年来我国教育改

革的推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被提到了教育教学的核心位

置。因而，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我们历史教师应具备与时俱

进的精神，积极转变观念，从自身做起，树立全新的历史教

学观。首先，教师应敢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对于历史

教师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必然会形成比较稳定

的教学思路和模式，对新课标提出的要求短期内还存在一

定的不适应。因此教师应具备创新意识，积极转变教学观

念，对自身的教学思路和理念进行调整。其次，历史教师应

具备历史学科教研教改能力。近些年来，高中历史教材经

过多次的修订，教材内容及相关观点都有一定的变化。新

课标要求教师具备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的能力，也就是教

研教改的能力。对教材中史料素材的讲解，应“使用教材，
而不局限于教材”。历史教师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用新的

视野来观察、分析、评价历史问题，进而对学生进行积极的

引导，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思考

问题的能力。
二、敢于尝试，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全新 的 历 史 教 育 观，同 时 还 应 具

备敢于尝试的 胆 识，在 教 学 实 践 中 坚 持“以 生 为 本”，积

极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首先，应做到教学内容的 科 学 化 和 教 学 方 式 的 多 元

化。教学目标 的 实 现，有 赖 于 教 学 内 容 的 科 学 选 择，同

时需要恰当 的 教 学 模 式。要 培 养 学 生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和

创新 能 力，就 必 须 着 眼 于 促 进 学 生 的 发 展，对 教 学 内 容

进行科学的安排。例如《洋 务 运 动》这 一 课，新 教 材 有 意

识地留下对洋 务 运 动 的 评 价 不 写，却 通 过 课 后“结 合 史

实，谈谈你对洋 务 运 动 的 评 价”这 样 的 练 习 题 把 这 个 问

题提出来。这实际就是给我 们 教 师 提 出 了 要 求，即 如 何

通过教学对 历 史 事 实 进 行 归 纳 分 析、比 较 综 合 等 过 程，
引导学生得出结论，从而提 高 学 生 思 考 问 题、分 析 问 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模 式 及 教 学 手 段 方 面，应 注 意

多元化。要 避 免 单 一 的 教 学 方 式 使 课 堂 变 得 枯 躁、死

板，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 兴 趣。比 如 对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利用，将 多 媒 体 技 术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的 应 用，通 过 相 关 视

频来使教学内容更加容 易 被 学 生 接 受。最 后，应 注 意 引

导学生在学 习 方 法 上 的 创 新。学 生 创 造 性 思 维 和 能 力

的培 养，不 仅 是 教 师 在 教 的 方 面 进 行 变 革，而 且 要 求 学

生在学的方 面 进 行 努 力。应 避 免 让 学 生 在 课 堂 上 被 动

式地听课，而 应 引 导 学 生 变 被 动 为 主 动。为 此，教 师 可

以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的 学 习，如 课 堂 讨 论、辩 论，收 集

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 史 人 物 小 传，开 展 社 会 调

查，编演历史短剧等。
三、创新教法，培养学生的探究性思维

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创新 能 力 的 培 养，需 要 教 师 在 教

学方法上加 以 创 新。高 中 历 史 课 程 本 应 是 一 门 充 满 趣

味、让学生感兴趣的课程。只 要 教 师 善 于 运 用 有 效 的 教

学方法，就 一 定 能 获 得 理 想 的 教 学 效 果。比 如 在 实 践

中，可以利用情境实施教学，吸 引 学 生 的 注 意 力，激 发 学

生学 习 的 兴 趣，使 学 生 的 思 维 更 加 积 极 活 跃，培 养 学 生

的创造性思维。例如在讲《鸦 片 战 争》这 一 节 内 容 时，我

就抓住教材中 的 关 键 内 容 提 出：“假 如 没 有 林 则 徐 的 禁

烟运动，鸦片战争是否可以 避 免？”接 着 引 导 学 生 对 问 题

进行讨论、分 析，使 学 生 明 白：鸦 片 战 争 的 爆 发，从 外 因

来说主要是已 完 成 工 业 革 命 的 英 国 迫 切 希 望 打 开 中 国

市场，从 内 因 来 说 主 要 是 清 政 府 的 腐 败 无 能，而 历 史 的

发展就是各种内部与外部、主 要 与 次 要 等 种 种 因 素 相 互

作用的结果。经 过 我 这 样 的 启 发，学 生 发 现 问 题、解 决

问题的能力都有所增强。
综上所述，无 论 是 当 代 教 育 内 在 的 要 求，还 是 新 课

标提出的理念，我们高中历史 课 程 教 学 都 应 全 面 落 实 素

质教育的方针，培养学生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和 能 力。这 需 要

我们历史教师对自身业务素 质 提 出 更 高 的 要 求，在 教 学

模式和方法上不断探索，只有 这 样 才 不 辜 负 时 代 赋 予 我

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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