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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 乡 土 历 史 教 学 ； 主 体

参与； 探索

主体教育理论认为， 主 体 性是 人

的自主性、 主动性、 创造性和社会性

的统称， 以现代教育理念为核心的主

体教育， 旨在提高人的整体素质， 而

主 体 参 与 则 是 以 学 生 主 体 性 发 展 为

主， 提高主体对象整体素质的一种方

式 。 教 学 中 有 一 个 原 则 ： 教 师 为 主

导， 学生为主体。 学生的作用是双重

的， 他们既是受教育者， 又是教育的

主体。
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 教 学实 效

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主体参

与意识的培养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的调动。 如何提高学生主体参

与 意 识 ， 使 学 生 积 极 参 与 历 史 学 习 ，
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是当前历史教学

的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 在 历 史 教 学 过 程

中， 应该通过有效的方式提高教学实

效， 激发学生兴趣， 培养学生的主体

参与意识， 让学生能体验到学习的快

乐 和 自 身 的 价 值 ， 使 师 生 共 同 成 长 。
下面谈谈我在历史教学过程中 “开展

乡土历史教学， 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

意识” 教学研究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2011 年， 我校组织组织了以 “开

展乡土历史教学， 培养学生的主体参

与意识” 为主题的教学研究， 让学生

在乡土历史教学过程中、 在活动中自

主 学 习 ， 主 动 开 展 合 作 、 探 究 。 为

此 ， 在 乡 土 历 史 教 学 的 探 究 过 程 中 ，
教师指导学生组建了合作学习探究团

队， 推动学生进行合作、 探究， 学习

乡 土 历 史 ， 培 养 学 生 的 主 体 参 与 意

识。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 外 来 人口 越

来越多， 有许多外来工子女在社区里

成长。 笔者所在的学校位于珠三角的

腹 地———佛 山 ， 是 一 所 城 郊 公 办 初

中， 非户籍学生， 即外来工子女人数

占 50%以上。 我了解到部分非户籍学

生的认同感、 归属感缺失， 主体参与

意识不高， 这是造成他们学习主动性

低下的原因之一。 外来工大多从农村

进入城市， 或多或少保留着原有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生态， 同时本地人对外

地人的接纳度不高。 外来工及其子女

融 入 本 地 社 区 一 直 是 个 难 题 ， 因 此 ，
开展乡土历史教学研究， 助力非户籍

学生融入本地社区， 也是开展乡土历

史教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乡土历史教育是指对学生进 行 家

乡 教 育 ， 包 括 风 土 人 情 、 人 文 风 俗 、
乡土历史等内容。 乡土历史教学是中

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能够

培养学生爱家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

资源丰厚和实践方便的优势， 决定了

它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是中学

历史教育中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 佛

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有很多著名

的 历 史 遗 迹 、 遗 址 、 纪 念 馆 、 博 物

馆、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以及蕴涵丰

富 历 史 内 容 的 人 文 景 观 和 自 然 景 观 ，
合理开发利用乡土历史资源， 对学生

学习历史和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能起到促进作用。
开展乡土历史教学研究的做 法 有

以下四点：
一、 为学生 主 体 参 与 学 习、 探究

乡土历史提供宽松的环境

乡土历史存在于 学 生 身 边， 学 生

看得见、 摸得着， 容易激发学生对历

史的兴趣， 引起学生的学习欲望。 历

史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引导学

生 走 出 课 堂 ， 走 向 社 区 ， 探 访 本 地 、
本 社 区 的 历 史 ， 在 学 与 玩 的 过 程 中 ，
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让学生感

悟历史。 在学校， 我充分利用学习兴

趣小组， 给学生举办专题讲座， 丰富

学生的乡土文化知识； 利用学校的文

化长廊和板报， 让学生发表自己对乡

土文化的观点和见解， 为学生主体参

与学习、 探究乡土历史提供展示的舞

台。
二、 开放性问题教学与活动教学方

式相结合， 给学生主体参与提供途径

教师在教学中教给学 生 质疑 的 思

维方法， 以提高学生的提问能力和辨

证 思 维 能 力 ， 引 导 学 生 联 系 乡 土 历

史， 分析和解决问题。 设计问题的形

式和解决过程要合理， 并且允许学生

自主选择问题进行学习探究， 使学生

能够操作。 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 并

予以适当的评价和鼓励， 以激发学生

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组织学生开展活

动 教 学 ， 我 校 开 展 了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 广 绣 的 魅 力 ” 乡 土 历 史 活 动 教

学 ， 邀 请 广 绣 的 师 傅 亲 自 给 学 生 上

课， 讲解广绣针法的变化发展， 演示

广绣的精湛技艺； 将学习的主动权还

给学生， 让学生一针一线地动手， 亲

开展乡土历史教学，

培养学生主体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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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验广绣的魅力， 使乡土历史教学

过程真正建立在学生自主活动、 主动

探索上。 通过长期训练， 可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 提高学生的质疑解疑

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综合分析能力

和灵活运用能力， 从而使学生学习的

主体参与意识得到发展。
三、 使乡土历史教学 的 内 容贴 近

学生， 是学生主体参与意识形成的重

要一环

重视学生的体验和感 受， 重视 身

边的乡土历史， 是培养学生主体参与

意识的重要一环。 教师引导学生关注

社会、 关注自身的生存环境， 包括成

长中的困惑和思考、 学习中面临的实

际问题， 让学生在合作探究过程中体

验 和 反 思 。 在 乡 土 历 史 教 学 过 程 中 ，
我设计了 “本社区历史人文景观中所

蕴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习俗” 这个教

学专题， 让学生自主构建乡土历史学

习 内 容 ， 了 解 本 社 区 的 过 去 和 现 在 ，
了解民间传说和民风习俗的演变， 让

学生群体自助， 让本地户籍与非户籍

学 生 合 理 搭 配， 组 成 学 习 互 助 小 组 ，
合作探究学习乡土历史内容。 学生通

过社区走访、 现场考察、 访问老人等

方式， 亲身体验民风民俗， 亲身参与

乡土历史学习探究。 例如： 组织学生

参 与 “八 月 十 五·中 秋 花 灯 制 作 ” 和

观看中秋夜舞火龙的民俗活动， 学生

积极参与活动， 制作了多个花灯， 每

一个花灯都凝聚了他们的心意， 既是

对传统的民风民俗的传承， 也是学生

自主意识、 创新思维的体现， 个别制

作精美的花灯还获得了社区居民的称

赞。 通过学生主体参与， 促使学生对

本地、 本社区产生认同感， 非户籍学

生可以从这些活动中感受到温暖， 获

得帮助和爱， 并形成归属感。 社区归

属感是学生在思想上、 感情上和心理

上 对 自 己 生 活 的 社 区 的 认 同 和 投 入 ，
愿意承担作为社区一员的各项责任和

义务， 乐于参与社区活动。 有了归属

感， 就容易对自己、 对学校、 对社区

形成责任感， 从而促进学生主体参与

意识的形成。
四、 利用乡土人文熏陶学生， 提升

学生人文素养， 巩固学生主体参与意识

学史可以使人明智， 可 以 使人 进

步， 乡土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

各种能力， 让学生亲历其境， 学习和

探究乡土历史， 置身于历史之中， 与

本乡本土的历史亲密接触， 产生情感

体验， 从而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之

功 效 。 乡 土 历 史 学 习 探 究 主 要 包 括 ：
本地名人故居的维护与开发、 历史人

文 景 观 中 蕴 藏 的 民 间 传 说 和 民 风 习

俗、 本地民居街坊的演变、 传统工艺

的发展状况等， 让学生在活动中自主

学习， 主动地开展合作、 探究。 学生

通过设计课题、 查找资料、 社会调查

等实践活动， 获得了对乡土历史的亲

身感受， 了解了历史研究的一般流程

和方法。 以乡土历史为内容的合作学

习过程， 还增强了学生保护本地文物

的意识、 利用和开发本地历史资源的

意识。 我校自主开发的校本课程读本

中， 就收录了多篇学生关于乡土历史

的文章。 文章记录了很多本地的民风

民俗， 记录了本地历史人文景观中蕴

藏的民间传说， 也记录了学生进行乡

土历史学习的收获。 这些活动让学生

关注生活的体验， 回归社会， 使非户

籍 学 生 能 够 更 好 地 融 入 新 的 居 住 地 ，
让学生把课堂目标和乡土生活实践结

合起来， 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养， 热

爱自己生活的地方， 爱社区、 爱家乡，
进 一 步 培 养 了 热 爱 祖 国 的 思 想 感 情 。
如今， 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

洽了， 学生越来越爱这片土地了。
在乡土历史教学过 程 中， 教师 要

注意的是： 一， 对于乡土历史资源的

挖 掘 要 注 意 其 真 实 性 和 思 想 性 ； 二 ，
教 师 的 指 导 和 学 生 的 主 体 参 与 相 结

合； 三， 乡土历史教学问题设计的形

式和解决过程要合理， 并且让学生能

够参与； 四， 教师的教学研究要根据

社区和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 要形成

教育合力。
实践证明， 乡土历 史 课 程 资源 是

丰富多彩的， 乡土历史教学是多元化

和社会化的。 要培养学生的主体参与

意识， 重要的是要实现教学观念和教

学行为的合理调整。 这要求教师更新

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 深刻领会并贯

彻落实新课程的目标要求， 从学生主

体的全面发展出发， 选择合适的教学

方式和教育资源，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地 位 ， 让 学 生 学 会 学 习 、 学 会 生 存 、
学会发展， 并适当调整历史教学评估

的手段和标准。 这样， 乡土历史教学

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主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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