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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

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形

成的重要时期。高中历史教学承担着政治教化的功能，对于

青少年公民意识的培养具有特殊的作用， 这是其他学科不

能替代的。“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

公民，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我们历史教育者

的神圣使命。

一、挖掘素材，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塑造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目标。 针

对这一状况，以科技历史的过去和现在引导学生展望未来，

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使其进一步明确科学的价值和

重视科学的必要性。

【案例】由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带来的思考。

14～17 世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以哥白尼《天

体运行论》的发表作为标志近代自然科学由此发端。 培根提

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布鲁诺为追求真理而献身，同时

还有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的伽利略。

教师联系中国古代历史上涌现出的相信“人定胜天”的

荀子；忍辱负重写成《史记》的司马迁以及主张破除迷信、反

对有神论的范缜与学生共同感悟并思考。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要把人的

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引导学生在历

史知识中体会人类的伟大、科学的伟大，从而树立求真、务

实、无畏、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 以积极的

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他人和自己，同时能以科学家们的敬

业奉献精神鞭策自己，增强迎接挑战的能力。

二、抓住契机，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的公民意识”。从历史学科的角度看，最好的选题就是与历史

问题有关的现实热点问题，引导学生以公民角色置身于相应

的社会环境中，亲身感受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升其公民意识。

【案例】从台湾问题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教师创设情境：

1．《反国家分裂法》。2005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三次人代

会，审议并通过了《反国家分裂法》。

2．国共握手言和。 2005 年 4 月 26 日。 中国国民党主席

连战的大陆之行，他表示,中国国民党坚持一个方向,就是营

造两岸互惠、双赢、共存、和平。

3．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团访问大陆。 引导学生从

国共两党关系演变的过程以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来看待国共关系：和则两利，分则两伤。 加强团结与合作才

是符合时代需要的选择。

以热点、焦点问题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关注历史。 渗

透现实生活中的热点、 焦点， 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分

析、解决现实问题。 在历史教学中，使学生学会辨证地分析

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养成现代公民必备

的素质，是当前历史教学的必然选择。

三、用理性的观点看待历史，树立正确的生态观、环境观

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高中历史教学的衡量标准发生

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教学目标是否体现了生命教育、公

民教育的宗旨。

【案例】从甘肃河西走廊沙尘暴天气的频发到历史上的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

方法：要求学生对高中历史教材中的相关素材进行整合，

搜集史料。

教学环节：

1．中国古代历史教材中黄河流域的开发。 战国时期特

别是秦汉时期，北方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密

集，开发过度，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显现。

2．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

期由于北方战乱，江南地区得到了初步开发，南北经济趋于

平衡，为后来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 北方战乱再度掀起北方人口大量

南迁的浪潮，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为了解决人地矛

盾，开始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

南宋，我国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

清初，由于废除人头税，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异常突出。

世界历史中的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环境污染、农村人口

向城市的迁移带来的问题。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历史，联系现实，谈谈对上述问题的

看法。

讨论结果：控制人口数量；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人

高中历史教学中提升学生公民素养浅谈

汤 敏

（嘉峪关市酒钢三中 甘肃 嘉峪关 735100）

学科探究·中学教学

51- -



2011 年第 11 期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骆桂花

（武威第十中学 甘肃 武威 733000）

教师和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两个基本要素， 在教学活动

中教师要积极帮助学生去发现知识和发展能力， 设法激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点燃学生对生物学的“爱”之火焰，这是生

物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优秀的授课方式激发学习兴趣

教学中的教师对于学生来说应该是一位激励者、 促进

者、辅导者和协调者，要让学生自己去主动探索，让学生主

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优秀的授课方式总

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且能够把学习的目标和学生现有的知

识联系起来。

1.直观激趣。 实践证明，学生对生物活体（实物）、模型、

挂 图 等 直 观 教 具 有 很 大 的 兴 趣，而 对 幻 灯、投 影、录 像、电

视、电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教学更感兴趣。 因此，实现

教学手段现代化，能更好地提高学生听课的注意力，尤其是

能引起上课容易分心学生的注意力， 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

识转为主动探求知识。 例如， 在学习两栖类的生殖和发育

时，用两栖动物的代表———青蛙的生殖和发育过程挂图，来

介绍两栖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 在讲述远离烟酒时可以

在多媒体教室给大家播放一些有关酗酒、 吸烟危害人体健

康的专题片， 使学生能直观清楚的认识到不良生活习惯对

人体的危害。教学中有意识的利用教具、利用现代化教学设

备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

2.实验导趣。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是科学实验。实验不仅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掌握

一定的技能，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讲授鉴定食物的主要成分时，需要演

示三个小实验： 第一个是用碘酒来鉴定馒头屑或面包屑中

的主要成分； 第二个是向鸡蛋清中加入少量开水， 观察现

象；第三个是用牙签蘸少许食用油在白纸上观察现象。这三

个实验的现象都非常明显，尤其是第一个小实验，馒头屑或

提高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有效性之我见

与资源的和谐发展；植树造林；南水北调，改善生态环境；节

约用水，从自身做起。

史学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 为人们

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学习历史就是从历史的变迁中，

汲取丰富的养分，使学生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感受历史，突

破历史的时空，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四、反思历史，培养学生的开放意识

在古代中国较长时间内，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明后期

以来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近代以来独立地位丧失。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密切，国际地位日渐提高。 世界

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国际

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崛起已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和

平崛起之路，是当今中国与世界交往中最大的热点问题。

【案例】近代历史上的闭关与当今的对外开放

1．闭关政策的原因、实质和影响。 闭关政策：是清政府

实行的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

闭关政策出现的社会历史根源：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

评价： 阻断了中外交流， 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

流，同时也有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

2．当今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概念：在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的基础上，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

合作和技术交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决策。

对外开放的格局：（略）

对外开放的作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教师提出如下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 历史上厦门的对

外开放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否相同？ 为

什么？ 分析两次对外开放各自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地

位的变化产生的影响。

引导学生关注现实与未来，面向世界，增强其历史责任

感。让学生懂得只有顺应潮流，抓住机遇，自我发展，才会立

于不败之地，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是如此。

教师从事的是教育人的事业，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我们不能满足于当“知识的传教士”，而要做学生精神成长

的领路人。 历史教育要把育人、立人的目标作为基本目标。

因为没有个人的人文精神、人生境界、健全人格、坚强意志

和科学态度， 就不会有对祖国和人类前途命运的真诚关注

和高度责任感。让我们把握新课程改革的时机，赋予知识以

生命，使教学永远充满人性的光辉。

（责任编辑：韩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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