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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历史 教育 要真正做到给人 以 智慧 和启 迪
, 见解

。 家庭也是历史学习 的
一

种 资源 , 家庭所收藏 的


使学生成为 有情操 、 会思考 的人 , 就必须有效地改变 照片 、 图片 、 实物 、 家谱或族谱 , 以及长 辈对往事 的


以往历史教学 中重记忆轻理解 , 重灌输轻思维 , 以接 回 忆和记录 , 都会在不 同程度上有助于 学生的历史学


受为 主 的学 习方式 , 形成并倡导利用 地方史资源 , 拉 习 。

”

作为 历史教师 , 根据历史课堂教学 的需要 , 有


近历史和现实 的距离 。 充分开发利用 乡 土教材和社区 选择 、 有针对性地向 学生介绍
一

点与课本 内 容有关 的


课程资 源实施素质教育 , 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 是中 学 地方史料 , 充分开发利用 乡 土教材和社 区课程资源实


历史教育的重要 目标 。 但是 目 前 中学历史教学是 以统 施素质教育 , 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 达到在 课堂教学 中


编教材为 蓝本的 , 教学 的根本任务就是完成统编教材 进行思想教育的 目 的 。 同时 , 又较容 易地 引 导学生把


所确定的教学 内 容 。 世界史和 中 国史 内容极其广泛 , 对地方史的 积极情感和兴趣迁移到对与之有关的 课本


重要知识点很多 , 而地方史往往是
“

九牛
一

毛
”

、

“

沧 知识 的学习 和理解上 , 满足其探索求知欲 , 激发和保


海
一

粟
”

、 甚至不着痕迹 。 再加上课时的 原 因 、 减负 持学习 兴趣 , 形成 自 学能力的探究精神 。


的 因 素 、 考试的需要等 , 地方史 的教学在传统的 教学	2 . 从德育 的 实效性 来看 , 有 必要在 历史 教学中


中 往往 被忽略 。	渗透地方史教育 。


在 乡土素材 当中 , 有许多本地 的历 史人物 , 通过


一

、 在历 史教学 中渗透 地方史教肓 的理 讲述这些历史人物 , 学生能从这些人物 身上学到很 多


论依据	崇高的 品 质 , 懂得做人的道理 , 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 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提高他们 的思想 品德


1 . 从 新课 程改革 需要 来看 , 有必 要在 历史教 学 素质 。


中 渗透地方史教育 。	这样学生就 了解 了本地悠久 的历史 , 自然而然的


《 初中 历史新课程标准 》 提 出 :

“

多方面开发和 了 解家乡 , 从而达到热爱 家乡 的效果 。 在教学过程 中 ,


利用校外历史课程资源 。

一

是利用历史遗迹 、 遗址 、 凡是接触到教科书的有 关知识
, 适 当讲解

一些本地 的


博物馆 、 纪念馆 、 展览馆 、 档案馆 、 爱国 主义教育基 民 间 传说 、 文物古迹 、 风俗习 惯等 ,

一

方面可 以提高


地等 , 组织学生参观 , 增强学生直观的 历史感受 ;

二 他们的 兴趣 , 另
一

方面又使他们认识 了家 乡 , 产生热


是利用 乡 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 源 。 乡 土教材和社区 课 爱家乡 的感情 , 从而达 到认识国 情 , 热爱祖 国 、 热爱


程资源对学生 的历史学 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 , 还应 家乡 的 目 的 。


随时随地发现和利用本地 区丰富的 人力资 源 , 如历史	3 . 从现 代教 学论看 , 有必 要在历 史教 学中 渗透


见证人 、 历史专家学者 、 阅历丰富的长者等 , 他们能 地方 史教育 。


够从不 同层面和 多种角 度为学生提供历史素材和历史	现代教学论突出 思维教学 , 它着眼于学生的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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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 主张教师 的教学是 为 了 理解的 教与学 , 而对知 自 学能力 的探究精神 , 应 当成为 初 中阶段学 习 的主要


识的理解不仅是熟知各个知识点 , 真正的理解是对知 任务 。


识产生过程的 了解 。 知识是前人经 过无数次 的反 复实


验 、 论证才 得到的 , 教学有 必要将这
一

过程告知学生
, 二 、 在历史教学 中 渗透地方史教育 的主


而不是教给他们孤立的知识点 。 正如教育心理学家布 要方
、

; 去


鲁纳所主张的 :

“

我们教
一

门 科 目 , 并不是希望学生


成为 该科 目 的
一

个小型 图书馆 ,
而 是要他们参与获得 讲授插入法 。


知识的过程 。 学 习是
一

种过程 ’ 而不是结果 。

”

学习 在教 学 中 ’ 根据 课文 内 容 ’ 在讲 授 时 , 进行 有


不是把学生 当作被动的 接受器 ’ 把现成 的知识认识成 机 的插 入 ’ 作为 教学 内容的补充 。 这样既能丰富课堂


果放在学生面前 , 而是把学生当作主动参加知识获得 教学 内 容 , 又有利于培养 学生爱乡 、 爱国 的 思想感情 。


过程的 人 ’ 关注 的是学生获取知识 的过程 , 强调 的是 比如在上 《 我们的远古祖先 》 时讲元谋人 、 蓝 田人 、


如何得 出历史结论 的过程 ’ 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 。 它 北京人 、 山顶洞人时 ’ 可 以把贵州的几乎 同时代的 桐


要求引 导学生在收集 、 整理 、 比较 、 筛选 、 分析 、 归 梓人 、 水城人 、 穿洞人 、 大洞人 、 兴义人 、 安龙观音


纳 、 运 用史料的过程 中 , 不仅掌握基本的史实 、 概念 ,
洞人和龄东南天柱清水江遗址群插入教学中 ’ 介绍天


同时 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 、 方法和过程 。 这种学 柱清水江遗址群入选 2 0 1 0 年度
“

全国 考古十大新发


习 方式正符合现代教学论 。	现
”

。 使学生知道在远古时代 , 贵州也是有人类在繁


4 . 从初 中 生 的特 点 看 , 有必要 在历史 教学 中渗 衍生活 , 让学生知道我们贵州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 在


透地方史教育 。	上 《 神奇的 远古传说 》 讲
“

炎帝 、 皇帝和蚩尤
”

时 ,


初 中 生年 龄
一

般在 1 3  
—

1 6 岁 左右 , 现代社 会的 插入 : 我们黔东 南州的主 体苗族 ( 以 雷山 为 中 心 ) 就


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促成了他们智 力 的 早熟 ’ 初中 生 是蚩尤 的后代 , 主要 是居住在雷 山及其 周边 的 苗族 ’


的 智力 发展突 出 表现在 形象思维 向逻辑 思维的 发展 ,

同时介绍 , 苗族的五次大迁徙 的有 关历程 ,

“

世界上


他们 对具 有故 事情节及 具体形 象的历 史事件 和历 史 有两个灾难深 重而又顽 强不屈的 民 族 , 他们 是中 国 的


人物感兴趣 ’ 最容易 掌握那些用直观形象作支柱特征 苗族和分散在世 界各地的犹太族
”

( 澳大利 亚著名 史


的概念 ’ 但要对此作全面 的分析还有
一

定的 困 难 。 教 学家格迪斯在 其 《 山地民族 》
一

书中 如是 说 ) , 让苗


育心理学认为 : 学习 是认 知的过程 ’ 也是满足学习者 族学生知道本民 族艰苦漫 长的迁徙历程 ; 在上 《 六王


心 理需求的过程 。 根据初 中生 的身 心特 点 ’ 发展 用直 毕四 海
一

》 时 ’ 讲
“

书 同文车 同轨
”

时插入贵州黔西


观 形象作支柱特 征进 行逻辑思维 的能力 ; 创设问 题情 北的
“

五尺道
”

修 建的有关历史 ; 讲秦朝推行郡县制


景 ’ 满足其探索求知欲 ; 激 发和保持学 习兴趣 , 形成 时 ’ 黔东 南州地 区建的 县就有镇远 ’ 使学生 了解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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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汉时期并 不比 中 原地 区落后 ;
上 《 戊戌变法》 讲 挥上错 误 , 肯定了 毛泽东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 主张 ,


“

公车上书
”

时 , 插入黔 东南当时参加的就有天柱苗 为 逋义会议 的胜利 召 开和 确立毛 泽 东在全党 的领导


族举人吴见举 、 吴鹤 书 , 侗族举人杨树琪 、 陈明 清 , 地位 奠定了基 础 。


锦 屏江兴渭 ( 苗族 ) 、 镇远杨 国 栋 、 黄平乐嘉藻 , 号 3
. 资 料收集法 。


称
“

公车上书
”

七举子 , 他们是 黔东南少数 民族知识 课后 , 教师 要针 对 教学 内 容 , 布置 学生收 集相


分子加入近代知识分子 队伍 , 登 上中 国 历史舞台 的开 关 乡土 史的资料 , 既可以 培养学生查 阅 资料 , 收 集信


始 , 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

上 《辛亥革命 》 使 , 插入黔 息 的能力 , 又有利于对 学生的思想进行 教育 , 可谓
一


东南的王天培 、 李世荣 、 龙昭灵 、 吴传声 、 胡世芳 , 举两得 。 如在学习 《 教育 、 文艺和体育 事业的 发展 》


让学生知道 , 在推翻两千 多年 的封建帝制中 , 黔东南 后 , 教师把学生以村 为小组 , 利用双休 日 , 到 自 己的


州人照样耐不住寂 寞 , 冲锋在前 , 功不可没 ; 讲
"

郑 村校 ( 原来 的母校 ) , 了 解当 地教育发展 的历史与当


成功抗清
”

时 , 插入何腾蛟抗清的有关故事 , 让学生 前实况 , 写成较 为详 实的资 料作为社会 实践作业 , 使


知道我们黎平县也有 : 具有
“

富贵不能淫
, 贫贱不 能 学生 了解 当地教育 的发展史 , 让学生深 受教 育 , 懂得


移 , 威武不能屈
”

的 民族气节 的大丈夫 ;
上 《 火烧圆 珍惜今天良好 的学 习机会 。 过后 , 教师 可以介绍黔东


明 园和太平 军抗击洋枪队 》 的
“

太 平天国运动
”

时 , 南教育 的发展 史实 , 介绍 黔东南人周瑛 ( 今黄平县人


插 入张秀眉 和姜 应芳领导 的咸 同农 民大起义 , 使学生 1 4 4 5 年中 甲戌科进士 , 成为黔东 南境内 的第
一

位进


知 道黔 东南咸 同 农 民大起义有 力地 声援 了太平天 国	士 ) 、 孙应鳌 ( 今凯里市人 , 当时政界名 显人物和理


运动和有力地打击了 清朝的封建统 治 。	学家 , 被誉为
“

贵州开省 以来人物冠
”

〉 、 王开媛 ( 黎


2 . 专题讲座法 〃	平人 , 女 , 立志为 妇女 打开入学之门 ,
1 9 1 0 年捐私


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根据教学 实际和课文 内容 , 银创办黎平第
一

所女子荷花塘 小学 , 为妇女学文化做


自 己针对某个 问 题 , 整理材料 , 开专题讲座课
, 这种 出 了突 出贡献 ) 等 。 又如在上 《 改革开放 以来社会生


专题式 的集 中授课方式 , 教育教学效果肯定要好于平 活的 变化 》 前 , 先布置学生
, 双休 日 在家通过调査 ,


时零星插入式 的教学方式 。	询 问等方式 , 以
“

我们 的生活 变了样
”

为主题 , 从社


比 如 上 《 红军 长征 》 前 , 先 用
一

节课 的 时间 , 会生 活 、 交 通运输 、 文化教 育 、 医疗卫 生 、 电 力发


专 门讲
“

黎平会议
”

, 使 学生明 了黎平会议召开的历 展 、 弱势群 体的社会救助与赡养 等方面或某
一

具体现


史背景 、 基本情况 、 会议内 容 、 会议决定 。 从而让学 象 的改变或 亲身 经历 , 做
一

次社 会实践与调査作业。


生知道黎平会议初步 批判了 

“

左
”

倾领导者在军事指 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对 比 , 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
,

让


變誦

	H U fc  

■■


H I  S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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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知道 改革 开放政策是非常正确 。	5
. 参观访 问法 。


4
. 动态介绍法 。	陶行知先 生说 :

“

不 运用 社会 的力 量 , 便是 无


即 对家乡 考古研究 , 名胜古迹的修建 , 重大节 日 、 能 的教育 。

”

贵 州拥有 众 多 的名 胜 古迹 、 纪念 馆 、


乡土 史 学研究 活动 等情况作适 当 的介 绍 , 扩 大学生 博物 馆等爱 国主 义思 想教育 的 好素 材 , 教 学中 教 师


的知 识视野 , 激 发学 生对 乡土 文化 的探 究兴 趣 , 对 可根据 教学 内 容 , 利用 活动课 或课 余时 间 , 组织学


学生进行爱 乡 爱国 的教 育 。 如当地过苗族鼓藏节时 , 生对这 些进行 参观考 察 , 是对 学生进行爱 国 主义 思


可 以 介绍 7 年
一

次鼓 藏节 ( 锦屏 固 本 、 黎 平平 寨等 想教 育的有 效途径 。 如上 《 红 军长 征 》 前 , 我们组


地区 为 7 年 两头过 , 雷 山 地区 为 1 3 年两 头过 ) 的历 织学 生参观黎 平会议 会址 , 高屯红 军桥等 , 加深 学


史渊 源 , 及 其所 要表达 的 基本 理念 : 充 分体现 了 苗 生对红军在黎平和 黎平 会议的 内容及其 意义的理解 。


族在 历史 发展过 程 中 的农耕生活 文化和对 祖宗 天地 上 《 盛世 危机 》 前 , 可 以 组织学 生去访 问 六 合片 区


崇拜的思想 。	的老人 , 了 解 当 时六合 团 为 了 减租减税 而 同 清朝 官


当遇到过苗年 ( 苗 语叫 n o n g x  n i a n g x
) 时 , 可 兵进行 的战争 , 可以 要老 人带 去考察 古战场 和当 时


以介 绍苗年 即 过年之 意 , 传说过 年这
一

天 ( 锦屏 固 六合 团 的 营地
, 了解 当时 发生激 烈 的战 争和 当 时我


本 、 黎 平平寨 、 大稼等地区 为 农历 1 1 月 3 0 前后过 , 们祖先 的 困难生活 以及我们先民 的斗争精神 。


雷 山 地区为农历 十 月 上旬卯 日
, 当 然有些 苗族地区 总之 , 在 历史教 学中 渗透地方 史是学 生 思想教


逐年 汉化 , 改为过 春节 了 ) 是五千 多 年前 苗族始 祖 育的 需要 , 更是新 时期 素质教 育的 需求与 呼唤 , 只


蚩尤 与 炎黄大 战罹难之 日 , 过苗年 是为 了悼 念 蚩尤 要我们历 史教师 根据教 材 内 容 , 认真地 挖掘 地方史


的英灵 。	的积极素 材 , 进行 认真地 整合 , 并采用恰当 的方式


如苗 寨周边 的枫 香树 ( 苗 语
“

豆缅
”

, 苗寨 的 方 法渗透 到教学 中 , 就
一

定能够 调动学 生 的 学习 积


主要 护 寨树 )
, 可 以介 绍枫香树 是苗家 的 图 腾树 、 极性 , 提 高学生 的实践 能力 和 政治 思想觉悟 , 从而


祖先树 。 再适当 介绍
“

蚩尤所弃其桎梏 , 是为 枫树
”

更好地实现中 学历史教育教学的 目 标 。
口


( 《 山海经 ? 大 荒南经 》 )

“

皇帝杀 蚩尤于九黎 山之丘 ,


掷械 于 大荒之 中 , 宋 山 之上
, 后化 为 枫 木

”

《 云 籍


七签 〈 轩辕本纪 〉 》 。 苗族崇拜枫树 , 就 是在追念 蚩


尤 , 也 是苗族人 民怀念祖先 、 思念故土的唯
一

寄托 ,


枫树也成 了我们苗族新的 栖身地 的 守护神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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