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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

前言

　　我读过、审过的中学历史教学法专著至少有二三十本。前些天，友人章年海到我家里，送来他的
大作《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稿本，诚恳地请我提意见。　　可眼下还值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培训
的大忙时节，我要连续出差，赴许多省市讲学，没有空闲坐下来认真拜读这部大作。所以对于他的请
求，我不敢贸然应允，但碍于朋友的盛情，又不好拒绝，实在为难。　　经过商量，我们达成协议，
我挤出些时间粗略地阅读一遍书稿，然后提出简要的建议，供作者参考。　　我粗略地通读了书稿。
由于职业的习惯和专业的爱好，我情不自禁地又重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书稿
确实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我觉得这部书稿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正确地处理了历史教学
中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与创新教育的关系。创新教育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当前历史
教学界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重创新、轻借鉴、轻传统；另一种是重传统、轻借鉴、轻创新
。作者声明：“本书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教学，而是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创新，力求做到理论研究的
前沿性与实践探索的实用性，并介绍历史教学新理念与新方法。”书稿的第一部分“理论篇”，首先
介绍我国历史教学的产生和发展，然后介绍当代西方的历史观及其对历史教学的借鉴意义，最后介绍
我国历史教育新理念。这样的内容编排顺序，表明作者把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视为
创新教育的前提条件。　　第二，注重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知识体系。在当前历史教学界，轻
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知识体系的风气盛行。前不久，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在扬
州举行了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竞赛。很多选手在课堂教学中出现知识性、科学性的错误。其实，任何一
门学科都是由基础知识和基础知识体系构成的。明朝弘治年间有两位大学士，一位叫丘濬，另一位叫
刘健。丘濬博览群书，好学不倦。刘健聪慧过人，但不好苦读。刘健论丘濬：“学问像一仓钱币，纵
横充盈，但没用一根绳索将它们贯串起来。”言外之意，学问再多，缺少系统，形不成体系也没有用
。丘濬反驳说：“刘公只有一条绳索，根本无钱币可贯串，又怎么样呢？”言外之意，没有具体的基
础知识，光凭一套抽象的理论也没有用。这个故事以钱币比喻基础知识，用绳索比喻基础知识体系，
说明两者都不可轻视，只有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行。如果既轻视基础知识，又轻视基础知识体系，那岂
不是更糟糕？！书稿的第二部分“教材篇”，设专门一节谈中学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知识体系
，足见作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第三，注重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与历史课堂教学的整合。
如今人类己经进入信息进代。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教学领域的应用，必将引起教师角色
、学生地位、媒体作用、教学过程等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并终促成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理念乃至
新的教育体制的诞生。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当代教育的制高点。在第三部分“教法篇”里，设专门
一节谈如何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还设专门一节介绍国外信息加工型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这说明作者对这个重大问题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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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

内容概要

　　《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教学，而是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创新，力求做到
理论研究的前沿性与实践探索的实用性，并介绍历史教学新理念与新方法。希望能对富有经验的老教
师从事历史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有参考价值；对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新历史教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
书同时还是大专院校历史系在校学生中学历史教材教法的教科书。本书还有利于高中生掌握学习方法
，对一些学习历史有困难的高中生能够在学习方法上提供较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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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

作者简介

　　章年海，1954年出生，浙江兰溪人。先后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现任
浙江省金华第一中学高级教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副教授、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金华市重
点中学历史教研大组副组长。先后在《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中学文科参考资料》、《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出版历史教学用书六本。自制多媒体课件获省一等奖
。承担省市科研课题多项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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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理论篇第一章 历史学科的特点与历史教学的基本原则第二章 我国历史教学的产生和发展第
三章 中学历史教育的任务与历史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一节 历史基础知识的教学第二节 思想政治与道德
品质教育第三节 开发智力和培养能力第四节 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第五节 历史综合能力与高考文科综
合能力的培养第四章 当代西方历史观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及其对历史教学的借鉴意义第二节 
当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自由主义历史观和反历史主义的史学理论第三节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第五章 我国历史教育新理念第二部分 教材篇第六章 中学教学计划第一节 我国教学计划的发展第二节 
面向21世纪的新课程计划第七章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第一节 中学历史的教学大纲第二节 21
世纪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第八章 我国现行高级中学历史教材第一节 新编高中《中国古代史》简介第二
节 新编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下册简介第三节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下册简介第四节 
中学历史学科基本知识体系第三部分 教法篇第九章 中学历史学科课程教学方法第一节 如何备课与说
课第二节 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第三节 如何指导课后巩固和评估第四节 如何运用学案导学法第五节 如何
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第十章 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第一节 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与素质教育第二节 研究
性学习的教学策略第三节 历史非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指导策略第十一章 当代西方教学模式
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第一节 信息加工型教学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第二节 社会型教学模式在历史
教学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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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新教材新教法》

章节摘录

　　3.发挥历史教学中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整体功能。　　道德教育，发展个性心理品质，要
注意各年级之间纵向联系，应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在历史教学中，知识教育的每一章节的每一课时
的内容既有自己的重点又纳入整个历史学科体系的总体内容之中，而政治思想、道德情感教育与具体
教学目标之间联系松散。所以，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在注意各年级的纵向联系的同
时，应注意同年级各学科的横向联系。　　建立历史教学中纵向体系，应该有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目标体系。如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要求学生了解历史常
识的同时对祖国美丽的河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勤劳勇敢的人民有初步认识，对自己的家乡
与祖国产生热爱之情。中学阶段在掌握系统的历史知识的同时，对祖国辽阔的河山，丰富的资源，深
厚的文化底蕴，奋发向上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等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还能区分出爱国主义与狭
隘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区别，从而产生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促进世界进步与繁
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立历史教学中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横向结构体系，是指建立各
学科之间科学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横向结构，形成道德养成的整体环境。政治课对人类发展规
律的揭示，对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形成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课不仅
仅是美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高尚情操的陶冶。地理课对学生正确宇宙观、环保意识的形成起重要的
作用。数理化生对学生崇尚科学、坚持真理的优秀品格的养成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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