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伴随着当前新课改的持续深化发展的趋势，在历

史教学中，教师应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渗透地方历史

文化研究。本文以庄浪县为例，通过渗透地方历史文化与地方

史料，来让学生深入地学习历史，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学习地

方史料，来认知历史知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历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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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中， 大都会采用讲述法来进

行教学。其是以语言作为重点的技术手段，充分体现出教师在

教学当中的主导作用，系统地教授给学生历史知识。虽然具有

教学优势， 但是， 未能充分体现出学生在教学当中的主体地

位，学生只能被动地进行学习，只能形成“灌输式”的课堂教学

方式。 因此，可采用多样化的历史教学方法，来让历史课堂教

学更加活跃，让学生能够通过史料学习，真切地感悟历史，掌

握史实，并能够将其升华为史识。笔者通过在一次旁听庄浪县

历史观摩课的心得体会，来论述如何在历史教学当中，科学合

理地利用历史史料。
一、让地方文化创设情境来激发中学生的学习历史兴趣

通常而言，地方史料是地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当中，经过

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历史史料。由于历史具有过去性，因此人们

难以回到历史当中来真实地经历与体验历史，因此，中学生较

难理解与掌握历史知识。 但是， 在历史教学当中充分运用史

料，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就能够直观形象地“重现”部

分历史分情境，以此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让学生能够融入

到历史当中，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教师应在课前精心选

择“信史”类的史料，创设良好的历史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依据

史料来深入地思考问题，使史料能够“讲述历史”。教师可引用

了一些相关史料，来讲述庄浪县梯田纪念碑的故事，使地方史

料能够“讲述新中国的历史”，借助于让地方史料“讲述历史”
的形式，展现生动有趣的历史情境，让学生能够“昔日重现”地

步入历史情境中， 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去学习历史的课本

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对历史课堂的兴趣，拓展学生的地方文化

与历史知识领域的衔接，通过让史料来“讲述历史”，让学生能

够深入地理解与掌握所学的历史知识。
二、让地方文化灵活应用去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思维

能力

史实也即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也即

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史料，学习与掌握历史知识。在高中学习阶

段， 不能仅仅只是让学生学习历史资料， 认知与了解地方历

史。在历史教学当中，教师应在让学生完成历史教学任务的前

提下，较好地体现出史料构建历史情景的重要作用，适时地引

导学生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历史知识“产生质疑”，如此

一来，既可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好奇心理，同时，也能够让学生

深入地学习与探究教学当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在高中历史

教学当中，导入史料学习，即是要让学生掌握学习历史“论自

史出”原则。 在教学实践当中，教师可科学合理地充分运用相

关史料，创设良好的历史学习情境，通过对于处于不同历史背

景下的史实的分析研究，并对其进行相互比较。寻找出史实之

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来证明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历史的“虚无

性”。在通过学习与掌握史料，让史实“生花”的过程中，既可让

学生深入地认知与了解史实， 同时， 也能够让史实 “展现成

果”。 教师则通过图表数据所发生的变化，让学生深入分析新

中国成立后，经过了首次建交热潮后，我国建交国数量减少的

原因，并创设出在自身环境变好之后，“友邦客人”为何还未进

来？ 通过充分利用地方史料来设疑，可较好地拓展学生的发散

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以史导论的方式，培养学生

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历史水平。
三、要地方文化史料“重生”———应用地方史料探究历史，

培养创新精神

历史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学习历史的主要意义是：有

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具备发

散性的、探索创新的人文精神。让学生能够有效地突破传统历

史学习的思维定式的缺陷，充分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让学生能

够创新学习方法，提出自我全新的历史观点，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与创新能力。三位老师的公开课的授课过程当中，都较好地

体现出这一点，三位老师的授课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如其中一

位老师上完外交一课，出示一份庄浪县相关的材料，让学生谈

谈体现了怎么样的外交精神。如另一位老师设置了这个环节，
出示了一系列庄浪县的视频材料， 讲述了当时胡耀邦来到庄

浪县后的提笔资料， 提出了 “新旧两个中国的比较”“遇见未

来”的两个话题，史论结合，让传统历史课堂当中枯燥无味的

历史文字获得“重生”，让学生具备创新思维，使历史史实借助

于史料所构建的生动有趣情境，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历史教学必须以新课程的教学理念下以实际生活作为教学

指导，依据地方文化与国家课程标准及所用教材内容，有效地利

用地方史料教学所具有的优势， 充分发挥出历史新课改的教育

功能，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培养出好的新时代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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