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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主要选取了北师大版历史教材编写组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的
“2006年春北师大版历史教材培训研讨会暨实验工作交流会”上启动的“2006年历史教改教研教学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中的部分获奖论文。
在这次论文评选活动中，计有14个省、市、自治区的123篇论文获各类奖项。
本论文集遴选各类论文77篇，按“教法交流园地”“课改理念论坛”“与课改共成长”“实验教材研
究”“评价方式探索”“课程资源开发”“教学设计探讨”分为6个板块，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实验区
教改、教研、教学各方面的历史课改动态和课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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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法交流园地重建促进学生历史课程学习方式转变的学习环境由独奏者转化为指挥者——谈新课改形
势下教师角色的转变在体验中感悟历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如何在全新的课改理念下
进行历史课堂教学——浅谈使用北师大版历史教材的点滴体会历史课堂教学应对策略把握北师大版教
材特色努力搞好初中历史教学新课程理念指导下的几点教学思路新课改历史教学的几点探索全新理念
下的教学模式探索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历史课原本是有趣的发挥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
作用放飞历史张扬个性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巧用“点睛之笔”历史新课程教学的5点尝试巧用历史新教
材的课前提示——从北师大版《历史》七年级上册《秦帝国的兴亡》一课说起历史课让学生都动起来
历史教学要充分让学生“活”“动”起来历史知识记忆妙诀——谐音、歌诀记忆法初中历史课导入方
式创新谈撰写历史小论文师生共同直面课改浅谈中学历史课阅读能力的培养初中历史自主性学习实验
研究报告浅谈历史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浅谈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提高历史课堂教
学效率之我见探究性学习与中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在历史教学中有机地渗透研究性学习在“学习与探究
”中培养学生能力——北师大版《历史》七年级上册学习与探究课设计启示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探究性
学习的条件分析浅谈探究式学习课的教学初中历史课有效开展对话教学的探讨让学生有话可说漫谈历
史对话教学谈新课改形势下历史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新课改形势下的历史创新教学初探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的初步探索⋯⋯课改理念论坛与课改共成长实验教材研究评价方式探索课程资源开发教学设计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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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法交流园地　　重建促进学生历史课程学习方式转变的学习环境　　一、引子——解读历史新
课程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历史课程作为主要的人文课程之一，对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道德感、美
感、理智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但在过去的历史教育中，课程本身受到束缚，教学过程被锁定为历史知识的传递和历史结论教条化的
灌输，学生成了知识的容器。
心理学研究表明，从自我形成的动向看，青少年沉浸于精神生活的喜悦，尤其是初中生，深信自己的
内心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
传统教育观念严重束缚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这种违背儿童文化的教育最终掩盖了历史课程的人文性，
其道德感、美感、理智感也就无法在“填鸭式”的单线传递中得到提升。
笔者认为，长此以往，历史课程本身的人文教育功能严重不足，这与上述反社会人格问题现象有着一
定的内在联系。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青少年学生人文缺乏的问题呢？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以史为鉴”的反思功能呢？
当务之急，应该转变历史新课程的教育理念，在新的教育理念的先导作用下重建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
变的学习环境。
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理念是促成学生学习方式有效转变的内驱力和前提条件，也是其内
核要素。
　　自20世纪90年代实施素质教育直到本世纪初的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核
心理念，这无疑为摆脱旧课程的“专制”，实施历史新课程提出了教育价值的取向，从而为我们广大
的历史基础教育工作者，确立了新的教育理念。
但笔者认为，历史课程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其还有自身独特的教育理念。
古希腊的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钱理群教授将它认为是知识的核心部分，即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
构，真正发挥出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开发的教育功能。
这正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要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富有生命化、个性化，从而揭示出符合新课程的教
育理念的教学观与学生观。
历史新课程独特的教育观念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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