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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教育是当今教育改革中所提倡的一个热 门

话题 , 也是新时期教育改革新特点之一。那么什么是人文

主义教育呢? 笔者认为 : 人文教育是关心学生各种潜能的

开发 , 使之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如 : 通过教育让学生认

识与处理社会关系、人已关系、物我关系 ; 用一定的价值标

准洞察人生 , 完善心智 , 净化灵魂 , 确立正确的人生观、道

德观、价值观。形成一定的道德情感、审美能力、合作精神

等。并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约束他人的行为合人道、合规

律、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历史学科是人文学科的核

心之一。它充满着丰富而深远博大的人文资源 , 在健全人

格、开阔视野、传承文化、继承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历史教育应注重人文精神培养 , 体现人文关怀。那么

历史教学中应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呢? 笔者有以下几点拙

见 , 与各位同仁商榷。

一、提倡个性化教育

个性化是指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语言、行为和方式。

但是 , 长期以来 , 受传统教育的束缚 , 我们只重视学生共性

的教育 , 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只强调卷面上取得的成绩

和高考升学率 , 却看不到这是以牺牲学生的创造性和人的

全面发展为代价。只强调了教材、教学、考试、招生的统一

性 , 却看不到当今社会发展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只强调

对基础知识的灌输 , 却看不到活生生的学生的丰富情感被

压抑。这也就是说 : 缺少个性的发展 , 缺少个性化的教育 ,

是培养不出具有创造性、有独立见解、有开拓精神的人才

的。所以在历史教学中应极力营造一个民主和谐的课堂氛

围 , 以培养学生的个性。例如 : 讲到蜀国刘备“三顾茅庐”请

诸葛 , 学生大多是从刘备求贤爱才角度去认识思考 , 这属

于常规思维。但有的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 :“诸葛亮是不是

太清高了? ”老师应鼓励这种求异思维。“假如没有‘徐庶回

马荐诸葛’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孔明岂不高卧隆中一辈

子吗? ”由此学生有这样的体会 : 今人不能一味的效法古

人 , 古 今 时 代 不 同 了 , 想 成 才 必 须 抓 住 机 遇 , 善 于 推 销 自

己 , 而不能坐等机会的到来 , 正是这种突破传统的思维 , 才

使学生有了独特的见解。再如 : 讲到“国民革命运动”, 就这

一运动失败与否 , 教师设问。有两种回答结果 : 有的学生认

为国民革命胜利了。理由是国民革命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

阀的反动统治 , 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 实现了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部分目标。有的学生认为国民革命失

败了。理由是 : 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 国民党由

革命走向反动 ; 北洋军阀的统治被推翻 , 但又确立了国民

党新军阀的统治。而这两种回答结果恰恰是我们对国民革

命运动的全面正确的认识。老师极时表扬鼓励 , 学生更加

活跃 , 进而从国民革命失败中得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 中

国民主革命必须建立统一战线 ; 必须解决农民的 土 地 问

题 ;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 历史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使它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 ⋯⋯ 这 个 教 学 活

动置于历史的进步与道德选择的价值冲突之中。既培养了

学生全面分析、综合、归纳问题的能力 , 又丰富了学生对共

产党、对人民深厚的情感。拓展了学生的思维 , 挖掘了学生

的个性潜能。防止教育的僵死、模式化 , 从而使人文精神得

到弘扬。

二、培养合作精神

在高扬个体尊严、民主、自由、独立性的同时 , 应积极

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21 世纪是竞争与合作的时

代。竞争与合作能力是青少年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能 力 之

一。在未来社会里 , 合作能力的具备将比竞争能力更为重

要 , 运用更为广泛。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 才使家庭

得到温暖、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也正是人与人之

间的合作 , 才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类的

文明。然而 , 在现实生活中 , 也有种种“事不关己 , 高高挂

起”之陋习存在。如 : 邻里失窃 , 视而不见 ; 歹徒行凶 , 只怕

殃及自身 ; 人家伤感 , 自得其乐。如此等等 , 造成人与社会

疏离 , 人与人之间失去温暖的友情、团结的生机。为此 , 应

通过教育熏陶、培养、引导人们之间恢复友爱、了解、团结、

牺牲精神 , 培养合作意识 , 合作能力 , 把这一精神也必须体

现在历史教育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理解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 恰恰是

认识过去。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经验与

教训 , 可以让我们来借鉴 , 指导我们的未来 , 如先秦孔子在

两千多年前就主张“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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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见和对立面存在 , 作为“君子”, 既要保持自己的个

性 , 又要容纳与自己有不同见解的人。

实际上 , 在历史发展中 , 各个时期的民族、国家在不同

层次上进行的合作 ,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

素。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 祖国的历

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

上的密切联系 , 友好往来 , 共同建设祖国 , 共同反抗阶级压

迫和外来侵略 , 才使祖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第二次

大战中 , 正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合作才打败了法西斯国

家的侵略 , 赢得战争的胜利。如今在人类面临新的重大问

题面前 , 如恐怖主义、非典、禽流感等 , 也只有各国人民团

结合作才能解决这些困难。通过学习使学生体验合作精

神 , 也通过具体学习实践激发探究式学习 , 培养学生合作

意识。通过历史教育教学引导认识到“如果不善于与他人

进行合作 , 将不同的知识加以综合交叉 , 一个人的发展也

是有限的。”

三、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现代教育主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它不仅仅包括学生

认知水平的提高 , 即掌握知识量的增长和技能的增强。还

在于思想素质方面 , 使得学生的思想和心智等方面有一个

发展。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里的情感不但是

指学习兴趣、学习热情、学习动机 , 更是指内心的体验和心

灵世界的丰富。态度不仅指学习态度、学习责任 , 更是指乐

观的生活态度、求实的科学态度、宽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

不仅强调个人的价值 , 更强调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

一 ; 不仅强调科学的价值观 , 更强调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

的统一 ; 不仅强调人类的价值 , 更强调人类价值与自然价

值的统一。从而在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以及人

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 成为

教学内容的血肉 , 成为教学过程的灵魂。

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是生活在一 定 的 社

会之中的 , 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里出现了与

社会疏离的现实 , 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自我化取向”、

“现实化取向”和“物质化取向”。“自我化取向”削弱了人的

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集体观念和利他精神。

“现实化取向”淡化了人的理想、信仰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念 , 丢掉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物质化取向”导致了

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物质生活的享受。这种功利化倾向使人

类社会被异化 , 出现了危机。为此 , 应培育和引导“新的价

值体系的兴起 , 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必须能够在

我们之中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 , 这是

我们最最珍贵的需要。”在历史教学中可以借助典型史例

渲染气氛 , 使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得到升华 , 形成对

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 , 树立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责

任感和使命感 , 培养爱国情感 , 逐步树立为祖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 生 理

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

武“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张自忠的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 , 海不清 , 石不烂 , 决不半点有改

变。”再到李四光“我想把学到的知识尽快的贡献给我的祖

国 , 这样更有意义。”历代士子演绎的崇高壮美 , 对于我们

今天重审人在社会中的位置 , 反思人与社会关系 , 有积极

深刻的意义。

在历史课教学中 , 通过传授知识 , 培养学生初步 的 历

史问题分析方法 , 并最终树立正确的健全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家 , 中国人民经历了百年的抗争史 , 在这期间涌现出许

多的仁人志士 , 他们由于爱国提出多种救国方案。如 : 实业

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医学救国。这四种救国方案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 , 不能从根本上救国 , 学生们都理

解 , 但在教学中老师如能联系现实 , 换个角度问道 :“同学

们如果从今天改革开放的角度看 这 四 种 方 案 , 会 有 什 么

样的结论? ”同学们经过思考意识到 : 今天时代不是解决

社会性质的问题 , 而是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只要将“救

国 ”改 为“兴 国 ”, 如 实 业 兴 国 就 是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 教 育 兴 国 就 是 发 展 教 育 提 高 全 民 族 素 质 , 等 等 , 使 历

史教学不仅联系现实 , 更为现实提供有价值的认识 , 激发

学生爱国情感。

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 ,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 , 中

共中央号召“自己动手 , 克服困难”于是根据地军民掀起了

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使根据地渡过了经济困难 , 为争取

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 这在当时有极其重要的历

史意义 , 但这一运动留给后人的却是自然对人的惩罚 , 以

至于后来的“开发北大荒”、“深挖地 , 广积粮”等等运动造

成了大面积植被破坏致使泥土流失 , 土地沙化 , 沙尘暴肆

虐⋯⋯种种事实说明 ,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 现代人 只 能

用理性的观点和可持续的观点来看待自然 , 树立正确的生

态价值观。

总之 , 历史学科功能不在于让学生熟知、牢记那 些 残

垣断壁、僵尸枯骸 , 而要求历史教学要善于挖掘历史资源

中的人文资源 , 注重人文关怀。培养学生开放意识、责任意

识、人文意识、民族忧患意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平衡与和谐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活观、社会观、科技观和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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