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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奥意 整厉寞 膏中蚴 值 
● 陈志刚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235000) 

什么是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培养对我们有 

什么价值?绝大多数历史教师对此并不清楚 ，试 

想一下．历史教师连历史意识概念的含义都不清 

楚 ．怎么可能在历史课堂上有意识地进行历史意 

识培养教育呢?历史意识是历史教学法的核心 ， 

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历史意识 ，首 

先必须了解历史意识的概念及其教育价值。 

一  历史意 拘淘 
1．国内外对历史意识涵义的研 究 

(1)最简单的历史意识．即是从时间的角度 

来看事物，感受时间悠远的“历史感” 

德国学者约恩 ·吕森指出 ：历史意识首先是 

一 种以历史 回忆 的方式进行的对时间 的诠释 ．再 

者是以回忆功效 的形式 叙述故事。Ill台湾学者胡 

昌智认为 ，历 史意识 是指 “知道人类 的社会 行为 

以及为共同生活所创建出来的一切制度、器物都 

和时间有关”，-21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人 ，对于事 

物的认识，会利用时间的观点来判断，并会思考 

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历史意识 “就是超越个体在 

当下现在中的‘沉沦’．置身于一个更广阔和更深 

远历史上下文的透视关系中 ，获得某种鸟瞰性的 

超越视野”。[31 

(2)历 史意识是一种 对历史的看 法、态度或 

认识 ．即对历 史的认识观或历史观 

王东认为．历史意识就是“人们对过往历史 

所持的态度”。[41江心力也指 出：“历 史意识 是人 

类生活的反思．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具备 

回眸返观的基本特征。”[51当前人们普遍指责 日 

本政府歪 曲历史 ，没有 历史 意识 ，即是从这 一角 

度而言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探寻历史发展的脉搏 

与轨迹 ，总结历史 的经验与教训 ，所 以，真实性是 

历史的生命 。这种定义袁辉初 、黄正元表述得 比 

较清楚 ：“历史态度是历史意识 的一种外在表征 ． 

历史意识作为一种潜在 的思 维结构方式影 响和 

制约着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又强化和固 

化已有 的历史意识 。”[61 

此外 ．有学者从更深刻 的认识观与历史观层 

次分析 了历史意识 的概念 。如刘 小平认为 ，历史 

意识“是人们对历史的态度、认识、解释和评价。 

具体一点说 ，大致包含 几个方面的含义 ：一 是贯 

穿于研究者的思维和判断中的历史感，二是能够 

发现并把握住研究的对象的历史 自律及其独特 

的历史形式，三是对研究对象所关涉的史实和历 

史知识有认识的 自觉性 ，并在此基础上 深刻把握 

住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作用”。[71 

邹诗鹏的看法是 ：“历史意识是人们关于历史的 

起源、目的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方 

向性的确定无疑的认识与信念。”[81 

(3)历 史意识是 一种思维 方式 ，是 对现 实生 

活世界 的批判性反恩 

意识是人的一种思维过程或思维活动 ，历史 

意识亦是如此。学习研究历史需要“致用 ”，即“鉴 

古知今”，这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学者们也认 

为是通常所说的历史意识。如赵盛林认为 ：“历史 

意识是一种跨越时空审视历史的思维观念与方 

法．它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复杂历史材料进行 

分析 、综合 、抽象 的基础上把一切事物看 成是过 

去 、现在 、未来 的历史长河 中的一部分 ，根据历史 

启示和历史发展 的规律来理解历 史 、观察现实 、 

展望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 自身、民族、国 

家 、文化 的历史 及其发展的认 同感 、自豪感和责 

任感。”[91王铎全认为：“历史意识即人们对历史 

事实 、观点 、理论的再现能力。这种再现 ，是在时 

间 、空间 的变化 中进行 的 ，是与现实生 活相联 系 

的。”[101这种再现实际是对现实的思考。 

历 史意识 的这种 思维方式还包括对 现实 生 

活世界 的批判性反思 。如俞吾金认为 ：“历史意识 

乃是主体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 

的深刻的反思和把握。”[1ll崔粲认 为，历史意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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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青少年的历史体验的生活意识或主题的问 

题意识 ，理顺批判意识 ，理顺建设的行为意 欲等 

等”。It21 

(4)历史意识是一种情感、价值观 

由于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不可避 

免地包含个人心理层面上的情感、态度等因素。 

历史意识“不仅是一种跨越时空审视历史 的思维 

观念和方法．也是一种历史情感、责任感与自豪 

感”。[131正如胡昌智先生所说，历史意识是“将过 

去，现在以及将来之企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心灵 

活动”。1141约恩 ·吕森也指出，“历史意识是将 时问 

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 

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的和有意 

识的)活动 的总和”。1151 

国内学者中．雷紫翰对历史意识是一种价值 

观的分析较为透彻：“广义而言，历史意识是人类 

关于所有事物及其辩证关系的公理性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在 

各种生活、生产和社会管理活动中积淀下来的公 

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其二．是人类在各种 

学术活动 中积淀下 来的公理性 的思 维方式和价 

值观。后者．即积淀于学术领域中的公理性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也包括两方面：自然科学中形 

成的公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人文 、哲学和 

社会科学中形成的公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 。 ”[161 

如何理解历史意识的涵义呢?仔细分析，上 

述观点均是从某个 方面对历史 意识 进行 了准确 

的描述。由于胡昌智先生在《历史知识与社会变 

迁》一书中对历史意识 的性质有详细地阐述 ，要 

想更好地理解历史意识的概念，我们有必要了解 

胡先生的分析 ： 

历史意识是人类诠释外在世界变迁及其 自 

身变迁的心灵活动 ；借着这个 心灵 活动 ，人 了解 

自己的特质以及自己在外在世界变化中的位置 

及方 向。 

历史意识就是人们对时间变迁的经验与人 

们对时间变迁的期望，二者问动态关系的掌握及 

表达 。 

历史意 识是把现在生 活里的现象与过 去某 

些现象连结在一起 的心智状态 。 

历史意识是把社会现象中的一切行为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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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加上时间的性质，而人类的社会行为、制度 

及器物包括极广 ，所 以历史意识 内容之广泛是不 

说 自明的。[171 

所以．历史意识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只要 

大脑机能正常．只要人的意识与历史现象相遇， 

就可能产生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即是人们在对 

历史的观察一感受和思维 的过程 中逐渐形 成的 

关于历史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它主要体现为历史 

情感、历史态度和历史认识等”。[181 

2．历史意识的 内涵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历史意识的内涵 实际上 

应从五个方面分析： 

(1)它是一种历史感 、历 史回忆 

历史意识是通过 回忆过去而超越过去的 ，它 

不是 简单地记忆 、背诵历史知识 ，约恩 ·吕森指 

出，历史意识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回忆的时 

间形式 ，二是回忆的事物是真实的，对时间的诠 

释是一种经验的表达，时间的实践导向是历史意 

识的一个基本功能。『l9】对历史意识的理解一定要 

将现实与过去结合起来 ，在历史回忆中、体验与 

比较中获得一种深刻 的认识。 

(2)它是看待、了解历史事件和问题的一种 

历 史观 

历史意识总是 以被诠释的方式出现 ，所 以首 

先涉及的是人们的认知诠释活动。人们在诠释历 

史时，总是要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历史态度和历 

史认识 ．即历史观。 

(3)它是人们 分析 、解决历史或社会 问题 的 

一 种 方 法 

历史意识 的内容是人们意识活动的产物 ，强 

调的是一种 主观活动 ，必须经过 自己的思考。这 

种思考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 中进行的，是与现 

实社会生活相联结的。“学习历史，接受历史教 

育 。应置身于人类历史长河 中体验 ，考察演进 的 

社会 ．并不断与现实对话 ，不断从现实中寻求历 

史规律的延伸轨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 

实社会的变革”。[2ol因此 ，历史意识是“诠释过去 ， 

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 的内在联系 ”，【。 】这种对 现 

实的理解 、对未来 的展 望 ．实际是人们通 过 自己 

的反思 ，观察 、分析现实社会 问题 的方法。 

(4)它是一种历 史情感 

学习历史需要用心、用情感去体会、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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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面要了解、认识历史内涵是什么，另一方面 

要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出价值和道德的判 

断，是好还是坏、是美还是丑，从而进一步地触动 

心灵和情感 历史 意识最主要 的作用 是民族认 

同 ，在 民族认 同的过程 中，人们 自然会 产生或形 

成对本民族、国家的热爱、肯定、赞美的情感。 

(5)它是一种价值观 

历史学科是一门有价值立场的学科 “历史 

意识使人经由历史事实的认知。进而产生心理的 

认同和肯定的功能．认识时间脉络的连贯 ．体察 

身处的环境 ．形成价值态度．而决定思想和行动 

的取向”。 历史意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论何 

种历史意识 ，都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一是涉及 

个人身分认同．二是涉及个人行为的根据 、正确 

性 。“历史 ”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 ，一方 面指的是 

人类全部的过去 ：另一方面指的是人类对 自己过 

去的回忆和思考 ，是一种历史的认 知。历史教育 

通过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建立对整个民族的理解 

与 自我认 同。在这个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研究有 

哪些历史知识 ．而是这些历史知识 怎么样被组织 

起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意义?这个过程，往往饱含 

价值意识判断。在历史学习中，涉及价值观的内 

容小可以是处事原则，大可以到对整个世界的看 

法，诸如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等等。所以，历史 

意识隐含价值观。 

概言之．历史意识是人们在对历史的观察一感 

受和思维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 的关于历史 的一 系 

列基本 观点 ．是一种审视历史与社会 问题的思维 

观念与方法。它在对复杂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 

合、抽象的基础上，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历史长河 

中的一部分 ．根据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 

理解历 史 、观察现 实 、展望 未来 ，从而 形成对 自 

身、民族、国家 、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认同感 、 

自豪感和责任感，提高自我判断能力和社会参与 

能力。它能够使人们用变化的眼光看待历史，深 

刻认识到在历史发展中人的作用，能提高自我判 

断能力 和社会参与能力。 

兰 厨 意讽 厨奥戡寓审拘输谴 
约恩 ·吕森指出 ，历史意识 的培养是历史教 

学法的一个关键范畴。 当前我国历史教学最大 

的问题，即是历史意识的缺失问题，笔者将有专 

文详细论述，此不赘。那么历史意识的价值到底 

体现在哪些方面? 

(1)促使 受教育者加 深对本 民族 国家文化的 

体认 ．树立民族意识与精神 

历史教育 中隐含很深的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 

是透过历史教育来对自己民族、文化产生自豪 、 

热爱的感情，亦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的民 

族教育。钱穆先生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 

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 民族 ，此民族 中之分子 ， 

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 ，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 

牺牲 ．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故欲 

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 

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 

有真实之改进 ．必先使其 国民对 国家以往历史有 

真实之 了解。” 

历史学科与民族精神教育的关系是不须多 

言的。一个国家要维持稳定与发展，国民必须具 

备共同的价值、信念等意识形态。凝聚民族意识 ， 

必须从历史教育着手，历史是民族精神教育的学 

科，正如清人龚 自珍所说 ：“灭人之国者 ，必先去 

其史。”一个民族只有大家都有相同的历史记忆 ． 

才会产生历史认同．进而才会有民族的认同与国 

家的认同。I251日本之所以屡次修改教科书，实质 

即是为了提高日本民族、国家在国民心中的形象 

与地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而以儒家思想为中 

心，诸如忠恕仁爱之道、四维八德的精神，都需要 

透过学习历史加 以陶冶 ，使历史知识 内化成人格 

的特质。我们必须从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了解中华 

民族的奋斗经过、文化上的光荣成就、近代中国 

的忧患和挫折以及当今应有的努力等．这样 ，民 

族精神教育才能落到实处。 

(2)有助于学生养成 良好的公 民意识 

许多人质 问学习历史 有什么用?历史学之所 

以重要 ，在于历史是一 种意识 形态 ，让年轻 一代 

懂得做人的道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 

精神 的核心内容 ．“历史认 知关系到 国家利益 和 

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学乃是一 门塑造 

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 自我意识 、自我评价和 

自我认知的伟大学术 ”。126]历史教育开启了受 教 

育者的社会感 ，使受教育者理解他们与社会上 的 

其它成员是怎样继承相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 

怎样相同的历史责任的 ，可以有效地启发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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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社会责任感。由此我们说历史教育的目的在 

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 

历史教育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培养健全的 

公民是世界各国教育的重要 目标。 各国的历史 

与文化背景差异甚大，公民教育亦应该各有特 

色，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必须在本国民族文化传 

统、精神的基础上实施 ，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 

基础出发，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对历史的认知 

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的传统，由此可见历史教 

育和公民教育的密切关系。 

(3)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培养 

学生的批判精神．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意识是 以历史现象和历史材料 为依据， 

运用一定 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从宏观历史 角度 去 

认识和解决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维活动。历史意 

识是一种主观活动，它的形成必须经过学生自己 

的思考，离不开反思、探究。历史是一门主客观统 

一 的学科 ，面对 同一个历史事件 ，由于史家受时 

代思想及政治 、文化的影响 ，不同的史学家往往 

有不同的解释。历史学科主客观统一的特点要求 

必须对史料及各种观点进行辨析、批判 

学习历史除了历史知识的获得外 ．重要 的是 

学习透过历史方法 与训 练去建构 自我的历史认 

知，达到批判理解能力的提升与对事情的不同看 

待方式。历史学习不仅要接受前人传统 、总结前 

人经验 ，更需要借助历史锻炼我们 的思考 、质疑 、 

反省 、批判 、包容 、理解 、欣 赏等品格或能力。这种 

辨析、批判以及证据意识，均是历史思维的表现， 

它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4)有助 于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兴趣和探 究 

历 史 问题 的 欲 望 

历史 意识 是“诠释过去 ．理解现在 和展 望未 

来的内在联系”，学生一旦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 

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就会体会出历史是活生生 

的，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学生一旦拥有这种历史 

意识 ，即认识 、分析社会 问题的方法 ，就敢于发表 

自己对社会的见解 ，进而拥有一种强烈 的社会责 

任感 ，渴望了解本 民族历史 、文化发展 的概况 ．渴 

望了解本民族优秀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 ．从而在 

历史学 习中愿意去探究新的历史与社会问题。 

(说 明：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 目成果， 

项 目编号 ：JG0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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