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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是培养学生历史素养和唯物史 

观的重要途径，而史料的运用无疑在其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史料是进行历史思维的基本素 

材和对象 ，在教学中恰当 、灵活应用 ，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认知、感悟和反思历史，培养“论从史出” 

的素养。 

本文联系教学实际，谈谈在新课程下 ，中学历 

史如何有效地进行“史论结合”教学，供参考。 

一

、史论统一。“论从史出” 

史料 ，包括各种典籍 、图表 、笔记 、碑文 、民谣 

等，记载着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有效地运用史料能帮助学生构 

建丰富翔实、逻辑严密的论据，促使学生通过独立 

的分析和思考，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 

正确地认识历史 、感知历史 ，从而懂得历史结论并 

非主观产物，而是以历史资料为根据的客观结果， 

即“论从史出”。这是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要求我们必 

须予以完成的任务。 

例如，在讲“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时，应该运 

用相关材料并设计一定的问题，引导学生完成“论 

从史出”的过程。其中关于傅里叶和欧文对资本主 

义社会弊端的关注，就可以引入以下史料。 

【案例 1】 

现存的文明制度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必 

将被 未来的和谐制度或和谐社会所代替。 

— — 傅立叶：《全世界的和谐》 

资本主义“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 

致富的组织”，“人民全体都是富人的奴隶”，这是一 

个“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 

— — 《傅立叶选集》 

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 

切罪恶的深渊。是幸运的对立物，是颠倒世界 ，是社 

会地狱。 

— — 傅立叶：《新世界》 

私有制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永久根 

源”。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 

关怀精神。 

3．激活课堂生成，增强暖暖的“生活味” 

Dfil~教授指出，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 

程 ，随时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景 ，而不是一 

切都必须遵循固定路线而没有激情的行程。教学实 

践证明了这一点。正当丁老师描述完 自己的三个 

梦，打算进行本课小结时，一位男生突然站了起来 

说 ：“老师，我也想说说我的小小 ‘中国梦’⋯⋯我想 

成为知名的环境专家，力争让中国大地的天更蓝， 

水更清，食品更安全⋯⋯”这一意外生成，让丁老师 

喜出望外。丁老师随即表扬并衷心祝福了这位男同 

学，并顺势给每位同学留了点时间，让他们思考并 

规划 自己的未来人生 ，同时鼓励学生在课后通过 

QQ和微信与自己交流。课后，笔者打听到，有相当 

多的学生向丁老师倾诉了自己的中国梦。其中就有 

学生说自己的中国梦很大又很小：国家富强是大梦， 

自己的幸福是小梦⋯⋯课堂生成 ，给历史教学增添 

了暖暖的“生活昧”。 

一 堂精彩的好课仿佛是一面多棱镜，因观赏者 

的不同、评价角度的差异 ，对同一堂课的评价也会 

呈现出千姿百态。笔者以为，好课的标准及其评价 

体系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而浓浓的“历史味”、鲜 

活的“时代味”和暖暖的“生活味”，无疑是一堂历史 

好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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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 

— — 《欧文选集》 

以上材料蕴含着很多的内容，要使学生充分汲 

取，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因此，教师应结合这些史料 

的核心内容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抓住史料的关键， 

经过分析思考，得出正确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如 

你从史料中获取了哪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 

通过上述史料，你发现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 

本主义抱有怎样的观点和态度?两个问题指 向明 

确，能引导学生围绕史料的核心内容进行分析，发 

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的态 

度——痛恨资本主义。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空想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 

当学生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 

态度后，教师可紧接着给出以下史料。 

我绝不鼓动起义和造反。不委托最卓越的实业 

家来管理共有财产，社会的安宁就无法持久，因为 

最卓越的实业家对于维持社会的安宁，对于节省国 

家的开支，以及对于限制专横，都是最为关切的。为 

了建立巩固制度，只能采取和平手段，授权最卓越 

的实业家总揽全民族的金融大权 ，这项措施将是整 

个新社会大厦的基础，将使革命彻底完成和使民族 

摆脱一切的动荡。 

— — 《圣西门全集》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创始人的观点，不 

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 

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 问题的办法还隐 

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 

始就注定要成 为空想的 ，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 

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然后，结合史料提出问题：从史料看，空想社会 

主义者企图用什么手段或方式来实现理想社会?从 

史料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想依靠谁来实现社会主义?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分析史料，就能得出以下结 

论：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但其想通过社会制度的理想化来实现消除资本主 

义弊端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此表明，有效的材料和问题 

给学生的思维指明了方向，使他们能通过思考、分 

析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达到“史论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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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 

以上教学过程告诉我们，史论结合教学是以运 

用历史资料为前提条件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网络信 

息时代，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载体迅速地了解国 

内外时政及其来龙去脉，为学生形成独立见解进而 

构建知识体系提供史料基础，也为教师运用史料进 

行教学提供前提条件。事实上，历史教学运用史料 

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训练学生通过对历史资 

源汇集、整理、辨析、推论，提升解决历史问题的能 

力，建构正确的历史知识体系，最终培养唯物史观。 

二、史料的多样性和真实性 

2012年初，笔者参与了“初中历史史论结合教 

学现状调查问卷”活动。问卷主要围绕当前历史教 

学方式、史料的定义与分类、史论结合教学存在的 

问题等内容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江苏省海宁 

中学、浦南中学、海庆中学等三所学校的 15名历史 

教师和 360名学生。从调查结果来看，许多历史教 

师对史论结合教学的相关知识仍相当缺乏，更谈不 

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如片面地理解史论结合教 

学只是简单地对教材中的插图和历史事件的利 

用，或只是在简单地利用各种学习资料上现成的史 

料解析题训练学生的应试能力 ，史料运用缺乏多 

样性 。 

笔者认为 ，由于受主观意识和阶级立场等的限 

制，很多看上去似乎客观的史料实际上带有很强的 

主观性。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史料时要注重史 

料的真实性，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培养 

学生分析史料、鉴别史料和形成观点的能力。 

例如，讲解“九一八事变和抗El救亡运动的兴 

起”的内容时，笔者结合课后阅读材料中的史料，让 

学生正确地了解那段历史。 

【案例2】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中国“枪不如人，炮 

不如人 ，教 育训练不如人 ，机器不如人 ，工厂不如 

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人，顶多三天 

就亡国 了”。 

— —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 ，以待公 

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 

对之国民亦一致告之，务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 — 《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书》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 当亡国奴 ，尚可 

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 — 1931年 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是 

El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 ，是 日本武 

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号召 

加紧组织领导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 —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 

决议》 

通过展示以上史料以及教师的讲述，学生很容 

易发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的是“不抵抗政 

策”及其不抵抗 日寇入侵的原因，得出中国共产党 

坚决抗战的结论，让学生多种角度认识抗Et救亡运 

动兴起时中国的复杂局面和对待 日本入侵的不 同 

态度，从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那段历史。 

三、史料的典型性和规范性 

历史教学史料的运用，是一个将宏观教学目标 

与真实史料相融合的过程，旨在各个立意之下编排 

和挖掘史料，促使学生的心智成长。为此除了运用 

课本史料，我们还要运用课外史料，以有效达成新 

课程的教学 目标。 

由于史料浩如烟海、不可穷尽，运用史料时必 

须注重其典型性和规范性，既要忠实原文、准确节 

录和标明出处，又服务于教学目标，能引导学生深 

入思考。这样运用史料才能全面而不杂乱、典型而 

又客观。 

例如，在考查学生“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近 

代民主思想的理解”的时候，可以选取如下史料设 

计问题，加深学生的理解。 

【案例3】 

材料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 《尚书·五子之歌》 

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 

— — 《孟子·尽心下》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 

— — 《论语·尧日》 

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栽舟，水则覆舟。 

— — 《荀子·王制》 

软 法 {采i．-i- 

材料二：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日 

民主之 国，一日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 

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 

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 

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无以乱 ， 

外可无以侮⋯⋯ 

— — 王韬《锼园文录外编》 

材料三：剥、中山认为，“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 

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 

利 ，为国民所共享”。 

— —

《孙中山全集》 

然后，要求学生结合史料回答：(1)根据材料一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 

及其理想；(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指出王韬与孙 

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 

以上史料 出处真 实翔实 ，问题 切合 教学 目 

标，有利于提高学生阅读、分析和思考课本内容的 

能力。 

总之 ，教师在教学 中运用史料要做到论史统 

一

，注重真实性、典型性、多样性和规范性，帮助学 

生建立“论从史出”的观念，帮助学生真正认知历史 

和感悟历史 ，从而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 

成为知识的共同构建者，有效地树立唯物史观，获得 

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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