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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处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阶段的史料教学已经成为历史教学活动的重

要组成内容。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通过对探究式学习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对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优化，更加侧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史料学习过程

中通过对知识的探究可以更好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探究式学习模式是现代教

学观念的一种，对于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效果提升与学生的能力培养都有着积极

的促进作用，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对探究式学习方式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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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活和学习经验，并且思维较为活跃，传统的

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基于现代教学观念的广泛运用，高中

历史史料教学应当由被动知识灌输转变为学生自主探究，使学生在探索中树立对

史料学习的兴趣，在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同时更好的培养学生素养和能力。

一、高中历史史料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性

史料教学的作用之一在于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在教师的引导和辅助下，以自

主学习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在与现代教学观念的结合下也

倡导对学生的思维方式进行转变和优化，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构建可持续发展

的思考型思维模式，让学生的思维模式能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才需求。高考

历史全面改革以后，教育重点由理论知识教授转变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题目

类型也更重视学生分析能力与判断能力，在历史史料教学中开展探究式学习既能

够有效培养学生历史素养和思维能力，也有助于其在考试中获得更高的分数。

二、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探究式学习现状分析

（一）学生兴趣有待提升

历史教育中通常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学生缺乏对历史知识的兴趣，学习

的目的在于死记硬背知识点，只是为了考试成绩，缺乏对历史真相探究的动机。

现代教学观念倡导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出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生对历史史

料教学缺乏学习兴趣这一情况与新课程改革观念相违背，实际教学活动中没有学



习兴趣的支撑，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效率和质量都难以得到保障。

（二）教师对探究式学习缺乏正确认知

部分教师对探究式学习缺乏正确认知，错误的将探究式学习与自主学习划等

号，存在明显的理解偏差。客观来说，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

习惯都存在过于僵硬的问题，并且处于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双重背景下，教

师难以对历史教学进行深化理解和探究，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能以明确的教学思

路和目标对探究式学习加以运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史料教学效果造成了制约。

此外，现阶段的高考中，历史题目更加倾向于史料分析，教师由于认知不足也会

难以将习题与史料进行充分结合，这种情况下所开展的史料教学活动探究学习与

历史材料教学的融合性契合度相对较低，也对史料教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高中历史史料教学中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应用

（一）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

探究式学习往往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学生学会自主构建

知识体系。因此，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与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有利于保护学生思

维积极性。当前的课堂教学多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是单纯的知识接教，缺乏探

究意识与能力，自主性更是无从谈起。这种课堂是单向流动的，也是封闭式的。

习惯了被动接受后的学生容易养成闭领思维，发现问题和寻求答案的兴趣和欲望

大打折扣，因此教师不仅要做和诣课堂氛围的营造者与维护者，还要做平等师生

关系的创造者、这就为教师及时对教学方法与教有观念进行改进与更新提出了较

高要求，教师要认识到培养人是教育的本质。

在开展教学时，教师需要注意一些教学细节，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大方得

体的教态等，都是能够对课堂氛围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例如，在为学生讲

解《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这一课时，为调整喧闹的误前气氛，使学

生快速融入课堂，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一段有关中国农业经济渐变历程的短片，

将学生注意力紧紧抓住，从而激发出学生探究史料问题的兴趣，使课堂氛围活跃

且不失和谐，更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开展问题式教学

发现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能力，其可责性甚至超过了解决问题，学生在独

立思考时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出问题，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其进行探究的根



本，独立思考问题能力不足的人是无法提出问题的。因此，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要从小培养，这就需要教师的不懈努力与师生的共同配合，引导学生大胆质疑，

敢于提问。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况下，创造性思维无法得到激发，而探究式

学习的关健之处在于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理解知识，这有利于学生终生探究能力

的培养，一个提不出问题，只会被动接受教师灌输的知识的学生是没有任句潜质

可言的。教师需要重视为学生创造提出问题的机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传学生的深

究欲望得到激发，

（三）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探究者的知识积累会对探究学习的结果造成极大的影响，每一个领域的学者

专家在探究时都会十分注重探究成果的建设性与创新性，这和他们自身的知识储

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专业性的保究方法与探究思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的，教师相比学生具备更为深厚的基础知识，可以对学生加以引导。技巧上则是

要主动倾听学生的想法，善于发现其闪光点，指导学生主动进行深入思考。因此，

提高学生深究能力的一个关健点成在于引导发展，教师应当高度重视，在史料教

学中转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方式引导学生对知识和问题展开探

究，强化自身对知识的运用能力。

结语：本文研究过程中立足于高中历史史料教学的重要性，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对

现阶段高中历史史料教学探究式学习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现

阶段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兴趣有待提升、教学方法有待完善以及历史史料练习资料

不足的问题，倡导教师在开展史料探究式教学过程中要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

围、开展问题式教学以及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三项优化策略，希望能够对史料探究

式学习的优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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