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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论文：对历史教学目标定位

的思考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张海定 450000 

   

  摘 要：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人文学科，

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

因素的制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不同程度地受到

削弱，这既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不良社会影响有关，

也与历史教学自身的追求有关。笔者认为，历史教

学要想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赢得生命，赢得学

生、赢得未来，就必须对教学目标重新定位，高举

做人的大旗，在人格教育、公民教育、知识分子教

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人格教育；公民教育；知识分子教育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教学仅局

限于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

法和步骤，以期考试得高分，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

养成教育和建塑。一提到历史课，学生的印象就是

一大堆过去了的人和事，学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

学历史的目的就是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这不仅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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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教育的宗旨，影响了学生的历史观，制约了

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而且与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相

违背。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反思历史教学的育

人目标，弄清楚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然后再从方法上加以改进。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

和价值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

生的发展”。新时期历史教学的目标也必须以此为基

点。笔者认为，历史教学要想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

程中赢得生命，赢得学生、赢得未来，就必须重新

定位，高举做人的大旗，在人格教育、公民教育、

知识分子教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从个体发展来讲，培养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和

谐发展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中学时代是一个人道德

标准、价值观念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中学历史教育

又是塑造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最佳课程。

限于目前的教育资源，有近一半的学生考不上高中

或大学，他们一生中所接受的历史知识基本上都是

中学时代奠定的，因此中学历史教学的总任务必须

限定在“基础教育”的范畴，即增进知识、培养技

能、陶冶理想，使人的身心全面而协调发展，使人

成为真正的人并实现人的全面价值。未来社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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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和学习化的社会，适应

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扎实

的科学文化知识、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健全的优良人格，即个体要

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正视挑

战、勇于创新的求知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稳重

坚定的行为习惯，勇于抗挫、善于自我调控的意志

品格和善待他人，团结协作的交往水平等优良的人

格特征。这些优秀的品质仅靠应试教育那种灌输和

题海战术的机械训练是无法培养出来的。为此必须

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本着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

思想，从一点一滴的历史知识中深入挖掘德育因素，

并采取各种方式让学生体验、感悟、实践，才能逐

渐养成。在人格养成教育方面，历史学有其独特的

优势。学生往往崇拜名人、英雄，因而可充分发挥

历史上优秀人物的人格感染力加以熏陶。教师如果

能充分挖掘，就可以发挥其特有而深刻的教育功能，

让学生在学习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

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震撼，从而为学生形

成健康向上的人格打下坚实的思想认知基础。 

  从社会发展来讲，历史是一门每个公民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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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普及教育。培养健全的公民，是世界各国教

育的重要目标。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密切相关，有

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

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

警语。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讲，历史教育的基本

目标就是培养热爱中华文明、热爱祖国、具有全球

意识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现代公

民。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通过

历史教学……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

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

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通过

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

化为学生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而不是把取

得好成绩作为第一追求。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出来的

学生，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有良好的历史意识、国际意识和公民意识，有

一种理解当今世界价值观和制度的能力，能从历史

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能正确地看待历史，站在

历史的高度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善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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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从教育的理想角度讲，

应该培养每个学生成为有知识有气节、有文化有修

养、有理想有抱负，把知识作为服务社会、服务大

众的途径，而不仅仅是把知识当作实现个人目的真

正知识分子。随着大学教育的逐步普及，有相当一

部分中学生会进入大学深造，承担起改造社会，促

进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大业。如果大学生丧失了忧国

忧民的意识，丧失了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知识分

子气节，那么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将会一片黑暗。如

果说，知识分子有区别于芸芸大众之处的话，那就

是知识分子对真理 （或相对真理） 的追求，对社

会道义的承担和特有的独立思考精神。真正的知识

分子首先是高尚的人格，其次是渊博的知识和深厚

的文化。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特点是知书达理，最大

的优点是忧国忧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宝

贵的品质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另外，知识分子的光辉品格还在

于坚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求真态度；在于“为

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雄心；在于“达则兼济天下，独则穷善其

身”的豁达；在于“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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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不能淫”的坚贞；在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自由人格；在于

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做人原则。可以说在知识分

子身上凝聚了人类理想的做人原则。中国要想复兴，

就必须培养一大批真正能担负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培养必须从一点一滴

的教育入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和世界文

明就是由知识分子延续下来的，未来的文明创造也

必须由知识分子来承担。在世界多元化、经济市场

化、文化快餐化的时代， 培养和鼓励学生养成一种

潜心治学，独立思考，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风气

和价值取向，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

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国际教育基金会总裁石峻昊博士曾中肯地指出：

“在你们追求更高的学术与科技教育的同时，千万

不要忽略青年人的人格教育，否则你们将会重复西

方人的严重错误，由于这些错误，西方得到的是犯

罪、道德败坏、家庭的崩溃和其他种种相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科技的失败，而是最基本的

教育的失败”。我想，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每个教育

工作者的重视，尤其是历史教师和其它人文学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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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重视。也许，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我们还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羁绊，但在每个历史教师心中一定要高

扬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养浩然之正气，育兴国

之英才”，在教学中始终以追问历史对于人的意义、

价值和存在本体为己任，通过把人类积累的智慧精

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使学生真

正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

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成为祖国和人

民期待的“四有”新人。否则我们就会愧对历史、

愧对未来，愧对祖国和人民。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张海定 450000 

   

  摘 要：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人文学科，

承载着重要的育人功能。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种

因素的制约，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不同程度地受到

削弱，这既与现行的教育体制和不良社会影响有关，

也与历史教学自身的追求有关。笔者认为，历史教

学要想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赢得生命，赢得学

生、赢得未来，就必须对教学目标重新定位，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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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大旗，在人格教育、公民教育、知识分子教

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关键词：人格教育；公民教育；知识分子教育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教学仅局

限于让学生接受具体知识，理解概念，掌握解题方

法和步骤，以期考试得高分，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的

养成教育和建塑。一提到历史课，学生的印象就是

一大堆过去了的人和事，学历史就是要死记硬背，

学历史的目的就是在考试中取得高分。这不仅背离

了历史教育的宗旨，影响了学生的历史观，制约了

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而且与新课程改革的精神相

违背。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反思历史教学的育

人目标，弄清楚中学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然后再从方法上加以改进。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

和价值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

生的发展”。新时期历史教学的目标也必须以此为基

点。笔者认为，历史教学要想在新一轮课程改革过

程中赢得生命，赢得学生、赢得未来，就必须重新

定位，高举做人的大旗，在人格教育、公民教育、

知识分子教育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从个体发展来讲，培养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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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发展是教育的本质所在。中学时代是一个人道德

标准、价值观念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中学历史教育

又是塑造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最佳课程。

限于目前的教育资源，有近一半的学生考不上高中

或大学，他们一生中所接受的历史知识基本上都是

中学时代奠定的，因此中学历史教学的总任务必须

限定在“基础教育”的范畴，即增进知识、培养技

能、陶冶理想，使人的身心全面而协调发展，使人

成为真正的人并实现人的全面价值。未来社会是一

个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和学习化的社会，适应

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扎实

的科学文化知识、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高尚健全的优良人格，即个体要

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正视挑

战、勇于创新的求知精神，踏实的工作作风，稳重

坚定的行为习惯，勇于抗挫、善于自我调控的意志

品格和善待他人，团结协作的交往水平等优良的人

格特征。这些优秀的品质仅靠应试教育那种灌输和

题海战术的机械训练是无法培养出来的。为此必须

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本着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

思想，从一点一滴的历史知识中深入挖掘德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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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取各种方式让学生体验、感悟、实践，才能逐

渐养成。在人格养成教育方面，历史学有其独特的

优势。学生往往崇拜名人、英雄，因而可充分发挥

历史上优秀人物的人格感染力加以熏陶。教师如果

能充分挖掘，就可以发挥其特有而深刻的教育功能，

让学生在学习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产生情感共鸣，

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震撼，从而为学生形

成健康向上的人格打下坚实的思想认知基础。 

  从社会发展来讲，历史是一门每个公民都应该

享有的普及教育。培养健全的公民，是世界各国教

育的重要目标。历史教学和公民教育密切相关，有

了“历史认同”才能产生“民族认同”或“国家认

同”，所以中国古代学者有“国可亡、史不可亡”的

警语。从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讲，历史教育的基本

目标就是培养热爱中华文明、热爱祖国、具有全球

意识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现代公

民。因此，《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通过

历史教学……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

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

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

“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教学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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