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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史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意义
笮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王 健

[内容摘要]随着历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多教师

开始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从乡土史中挖掘学习资源进行

历史学习。本文阐述在历史新课程教学中补充乡土史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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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应新课程改革的有关要求
《历史和社会课程标准解读》对新课程的实施特点是这

样定位的：“基于学科，超越学科，面向现实世界；始于课堂，
融入社会生活。”教育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
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历史教学首要的是教会学生爱国，爱
祖国要从爱家乡、爱家乡的历史开始。“乡土史是历史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历史中富有活力的因素，是学生身边的历
史。”它虽然“局限于一个地区、方域”，但有很多优点：①内
容的广泛性，地域险要、民风物俗、政治经济，无所不包；②
具体、准确，真实性，“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③灵活性，
没有固定的框架，内容丰富，灵活变通。开发乡土历史的教
学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为提高学生的能
力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

于过分简单或过难的事物兴趣度不高，而对中等难度事物
兴趣则偏高。“乡土历史所涉及的内容，是和学生们生长和
生活着的地区紧密相关的。学生最为熟悉的社会环境，就是
自己的家乡。他们对于有关故乡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古
老传说、风俗习惯等等，都有着特殊的、深厚的情感”。从教
育心理学上讲，学生对于亲近的事物，容易引起学习的兴
趣，也便于学习时展开联想。因此，教师在讲授涉及家乡的
史事时，学生会有一种亲切感，使学生对历史学习产生兴
趣，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历史学习中。

三、弥补教材的某些局限
运用乡土史，组织多样化的活动，让学生去感悟历史，

能弥补教材的某些局限。
现阶段历史学习中使用的新课程教材反映了国家历史

全貌和一般规律，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史料的典
型性和严密的学科特点。新教材及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新
成果，内容编写的大小字和图片、注释等体现了教材生动形
象的特点，增强了可读性，既便于学生学，便于教师教。但统
编教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有些内容远离学生
的生活现实和生活区域，偏重宏观历史规律和历史知识的
传授，不能让学生运用历史知识回答、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一
些微观历史问题。历史教科书里有很多内容都能与学生身
边的事物产生联系，不论古代、近代的都有。“乡土史是全国
历史的一部分，属于全国性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
史现象，往往在地方历史上有一定的具体表现及影响”。在
教学中教师结合教材内容，补充有关的地方史料，可以帮助
学生从微观方面或从一个地区的情况看到全国的情况，从
而加强对全国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理解和掌握。当
教师把身边历史素材引入课堂时，会发现历史离我们很近。
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去实践：

①走出课堂，走进历史。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下面路线
来一次大旅行，完成一次“红色之旅”，感受一下当年无数先
辈用热血写下的豪情诗篇。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
泰州（苏中七捷）→徐州（淮海战役）→南京（渡江战役攻占
南京）。

②参观博物馆、名人纪念馆或故居。南京博物馆、中山
陵、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盐城革命烈士陵园、陆秀夫故居、
乔冠华故居、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南通博物馆等。
学校可结合教材，确定参观内容，在自愿报名、自主选择的
基础上，利用假期分批次组织学生进行活动。

四、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参观活动的基础上转化成对历史的情感，有助于对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苏霍
姆林斯基说：“学生爱祖国的感情，是从爱家庭，爱学校，爱
故乡，爱集体农庄，爱工厂，爱祖国语言开始的。”爱国主义
是一种崇高情感，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必备的精神，它的培养
需从爱自己的家乡开始。

①赏析名句，让学生感受历史特有的美。“钟山风雨起
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
正道是沧桑。”通过名句赏析，使学生对渡江战役的历史意
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②学习历史人物的精神，震撼学生的心灵。学生对文天
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非常熟悉，透
过诗句，学生非常敬佩位这忠贞不二宋朝时的名相。与他同
朝为官的陆秀夫，同样会让学生感受到光明磊落、刚正不
阿，敢于同卖国求荣的奸臣作坚决斗争精神。“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些诗
句会让我们感受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爱国主义情怀。

当这些感悟、内心震憾、自豪、自勉从学生口中传出的
时候，历史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中。

发挥学生对乡土史的亲切感、真实感这一优势，充分利
用学生对自己家乡已有的一定了解来进行教学，将会使历
史课堂更具亲和力，使遥远的事件不再陌生。当学生参与历
史新课程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时，我们预期的教育和教学目
的就更容易达到。

参考文献：
[1]李建平.《聚焦新课程Ⅱ》[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9，⑴.
[2]刘海燕.《新课程课堂教学行为创新》[M]，新华出版

社，2005，4，⑴.
[3]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盐城市志》[M]，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8，9，⑴.
[4]金明强.《走出课堂，融入生活》[J]，华南师范大学主

办.
[5]《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
[6]贺心滋.《乡土史的教育和教学》1999.

(责任编辑 史玉英)

教 学 研 究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