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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研究

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的培养

李红梅
(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00)

摘 要: 时代发展要求历史教学培养人文精神，而历史教学的政治服务功能的泛化和当前社会环境的负面影

响成为人文精神培养的主要障碍。文章通过创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历史资料中的真、善、美因

素，从而将人放到历史教学所考察的中心地位，将人权和人性作为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达到培养学生在世界多元

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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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

神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何谓“人文精神”?

它来自西方词汇中的 humanism，狭义上是指文艺复

兴时期用于批判神学的思想，广义上则指发源于古

希腊的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

的理论。“它的核心可以说就是尊重人的价值”［1］。

但过去由于人文主义长期被解读为“抽象的、伪善

的、不能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性理论”，人文

精神一度跌入理论思辨的禁区。伴随着时代发展、
社会进步，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知识界、理论界

对人文精神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作了重新的梳

理，产生了一系列的全新认识。

一、在历史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是时代的要求

( 一) 作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从

来就是坚持把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解放

的目标。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作为对资本家的批判，

还是在马克思后期的《资本论》中对于人们在“最无

愧于和最适合他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

共产主义的展望，都表明了这一点［2］。
( 二) 当今世界正步入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

领域的变化，在思想和价值观领域学者必然会产生

与之相适应的衡量历史与现实的标准。有些学者认

为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化共同市场的经济

观念，更主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将人置于政治之上和

国家之上的观念的出现。它要求超越个体、超越种

族、超越国家，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

世界［3］。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大潮中，教育界将培养

和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
“历史教育要关注对学生的人文精神的塑造和思想

境界的建设———关乎历史教育的成败”［4］。在新一

轮的课改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认为历史教

育必须体现情感、伦理、审美、理智、思维等人文价

值，人文精神应该是历史课程的特质。［1］历史新教

材的编写者也认为在新教材内容的设置上凸现人的

主题不仅仅是尊重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而且是迎

合历史学发展的潮流，更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

本立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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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历史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

( 一)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传

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被废弃，而新的良性的、健康的

观念还没完全树立起来。于是一些错误的思想开始

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包括学校在内。“实

用功利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是两大祸源。日常

激烈的社会竞争是“实用功利主义”存在的现实土

壤，部分学生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形成

“有用”和“无用”的标准，更有甚者将甄别尺度极端

化为“考”和“不考”。然而最大的功利性必然演化

为最大的失败。
( 二) 近年来，民族主义之风甚嚣尘上，其“狭隘

化”的发展更是日趋明显。当前民族主义对于一部

分学生乃至教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突出地表

现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心

态。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将国家利益歪曲化、庸俗化，

鼓吹以邻为壑，最严重的还把纳粹的臭名昭著的

“寻求生存空间”理论，改头换面地灌输给学生。有

的学生受网络或其他途径的煽动，失去了客观理性

地对待某些国家的心态。比如在评述美国发生的

“9·11”事件时，有些教师和学生抱着幸灾乐祸的

心态，认为是美国咎由自取，拉登此举大快人心，但

对生灵涂炭却视而不见［6］，这种现象不仅是可悲

的，而且是可怕的。

三、在历史教学中培养人文精神的实践

面对业内存在的问题，一线的教师在最近几年

的教学中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

训。
( 一) 真正将人放到历史教学所考察中心地位

上来。这里所讲的“人”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阶级

划分下的“人民群众”，而是指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活

生生的平凡的生命，既要关注到他们对历史发展的

贡献和推动作用，也要关注到他们在历史环境中的

地位、处境和精神状态。比如，在讲授“汉与匈奴关

系”时，笔者并没有让学生过多地沉醉于汉武帝三

次北击匈奴的武功之中，而是创设了“如果你是生

活在汉匈边境上的百姓，或者是即将出征的普通士

兵，你希望最高统治者实行怎样的政策?”的情景思

考。学生一下子就从金戈铁马的激越中冷静下来，

当他们将自己的感受与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联

系在一起的时，他们就产生了一种人文关怀和反思，

这样，教师接下来对昭君出塞的意义的高度评价就

不再是隔靴搔痒了。在解释近代史上反对殖民侵略

问题时，由于笔者没有回避殖民侵略对落后国家产

生的积极影响，这就引来学生“做殖民地的老百姓

不是挺好的吗?”的疑问。笔者的办法就是列举印

度圣雄甘地的例子，作为一个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

并取得律师行业执照的印度人，甘地已经在个人的

奋斗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他仍不能免除在南非遭到

殖民者对他种族的嘲讽。我告诉学生在背负落后国

家和殖民地身份的前提下，普通人的个体努力是无

法洗去民族耻辱的。学生从自尊心受挫的体会出发

很快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这个历史问题的解释就没

有流于浅薄的高呼口号。
( 二) 将人权和人性作为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人文精神的诞生始于对生命的同情，始于对暴力

的憎恨，始于人类通过对话、交流获得与对手的和

解，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分子的肉体来获得自我统

一”［3］。人性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在每

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涌动着人性的潜流，有时候人们

甚至可以运用这种本能去明辨是非，所以把真实的

材料放在学生面前，让他们用自己的本性去判断是

非，往往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在涉及人物评价的教

学中，带有逆反心理的年轻学子总会反其道行之，做

一些翻案文章。比如对希特勒的评价，有的学生的

评价是因为成者为王败为寇，有的学生的评价是至

少是德国的爱国者等。笔者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

的: 首先，笔者从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

亡》一书中截取了第二帝国生活中的部分材料介绍

给学生，让他们了解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的文

化、教育和宗教已经遭到了恐怖摧残。其次，笔者剪

辑了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的部分场景。学生在

观看的过程中被近乎于纪实的电影表现震撼了。最

后，笔者将“你是否认为希特勒是一英雄，或者德意

志的爱国者呢?”的问题抛给学生，虽然从头至尾笔

者没有发表丝毫的主观意见，但那些真实的史料触

动了学生心灵中的人性之光，他们用朴素的感觉作

了独立的价值判断，交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 三) 着力挖掘教材中真、善、美的因素，用它做

养料浇灌人文精神之花。“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

生对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了解什么是善，教会他

们理解亲人之爱、故乡之爱，给他们对自由的渴望，

对道德生活的向往; 教会他们用勤劳的手段去获得

自己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信念; 教会他们用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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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爱的眼光看待世界，教会学生以爱美之心，对

自由、对幸福、对人生现代化的理解”［3］。我认为现

有教材中涉及文化史的部分不应该成为教师一笔带

过、学生一知半解的牺牲品。音乐、美术、文学、戏

剧、建筑当中都饱含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教师应善于

从这些内容中挖掘美德表现与爱的主题，并与历史

的知识、思辨融汇在一起，让历史课不但有理性的冷

峻脸孔，也能捧出情感的暖流，滋润学生稚嫩的心

灵。例如在讲文艺复兴时，肯定要从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角度揭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仅

到此为止，那么学生对文艺复兴的感受只能是几条

干涩的理论，而无法真正去体会这场对人类社会产

生巨大影响的运动的丰富内涵。如果能对米开朗琪

罗的作品稍作赏析，如果能对莎士比亚的某部作品

略加点评，那么留在学生头脑中的文艺复兴必然色

彩斑斓得多。
( 四) 使学生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以及所有文

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中外交往的内容在历史教学

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但一般的课堂教学往往只强

调两个方面，即在古代史中渲染民族自豪感和在近

现代史中抨击殖民侵略，应该说，在教学中强调这两

点无可厚非，只是如果把中外交往的意义与教训仅

仅归结于此，那就太过局限了。笔者的观点是: 在讲

古代史时不要只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要使学生

了解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积极影响，不

能只举一些简单的例子点到为止，而是要把影响了

什么、怎么影响、为什么会影响、是否产生持续作用

讲清楚，这样学生才会全面理解“交往在文明促进

中的作用”［5］，才能树立人类文明自古就是在交融、
互动中前进的观念。

( 五) 通过创建自由、平等的课堂气氛来凸显从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课堂上有不同的想

法是正常的，教师不但不应压制，而且还应鼓励学生

有不同的想法。无论学生提出任何看法，教师都应

尊重，不应轻易充当判官，做出是非判断，这样才能

真正培育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师生才能做到真

正的平等交流。当然，在教学中教师不可能无所作

为，他的主体导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教学中

强调独立自由精神并不是排除他人的干预，而是要

尊重、重视个人在自由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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