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13位ISBN编号：9787513009683

10位ISBN编号：7513009686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刘宗华

页数：225

字数：24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前言

　　序　 言　　教有所长  教有所为　　王宏志　　今年初夏的一天，刘宗华先生来我家，说起几十
年前教过的一个中学生要为他出一本书，想请我给这本书写个序言。
我当时正要住院并手术，告诉他很难承担。
他说不急，秋天再写也不迟。
我想学生主动为老师出书，说明刘宗华肯定是他们最敬佩的老师，所以几十年后，仍不忘教诲情，想
在刘老师80诞辰之际为他出一本书，算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和寿礼。
为这样的书写序言是件很荣幸的事，我欣然接受下来。
然而，我手术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写序言一直拖至现在。
　　我和刘宗华先生相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是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上见到的。
其实，在此之前，我在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组工作时就知道他是北京的名教师。
我们接触比较多的是在90年代。
那时我参加学会活动较多，还担任学会理事长等职。
他是常务理事，开会、搞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步熟识了。
　　与此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与刘宗华先生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历史室编写教材，历来要征求教师的意见，刘先生就是我们经常征求意见的老师。
从20世纪80年代末，我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社）副总编，主要负责历史室的工作。
那时正是教育部开始提出教材多样化的年代，为编写出有竞争力的新颖教材，我们更加重视征求有丰
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意见。
刘先生是特级教师，有着丰富的历史教学经验。
他对人教社编写的教材十分关心和支持，也是我们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
那时我家和刘先生的家都住在东城区，相去不远，我经常骑车到他家送教材稿子向他请教，听取他的
意见。
每次他总是认认真真地审读，并从内容上，特别是从教学角度提出改进意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部成立教材审定委员会，刘先生被聘为历史学科的审查委员。
中学历史教材都要经过历史学科审查委员会审查。
90年代初，人教社新编历史教材，我任主编，这样，同刘先生接触就更多了。
　　到21世纪初，我和刘宗华先生的接触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有关吴晗的回忆。
当时我担任吴晗研究会的副会长，为纪念吴晗，约请当年与吴晗交往较多的人来回忆吴晗的往事。
其中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还专门约请了当年的教师座谈吴晗在新中国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
刘先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并撰写了回忆吴晗的文章《怀念吴晗先生对普教事业的关怀》。
到2009年吴晗百年诞辰之际，我和闻立树承担了编写《怀念吴晗&mdash;&mdash;百年诞辰纪念》一书
的任务，再次请刘先生撰文。
他将前一篇文章修改为《怀念吴晗先生对北京普教事业的关怀》，我们将它收入《怀念吴
晗&mdash;&mdash;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里。
吴晗百年诞辰的纪念会，原定邀请刘先生，但因他那时去美国探亲，未果。
回国后，他来我家,为没能参加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会感到很遗憾，我将文集给刘先生看，他翻阅着很高
兴。
　　刘宗华和吴晗的相识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刘宗华是高中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吴晗是北京市
副市长，主管文教。
他认为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首先要从根本上提高师资队伍，除相继成立北京师范学院和北京教师进
修学院外，还组织大学教师和有经验的中学教师编写教学参考资料，供教师使用。
这项措施对刘宗华这样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年轻教师来说，尤其有意义。
用他自己的话说：&ldquo;这套资料规范了我的课堂教学，提高了教学效果，从此教学走向了正轨。
&rdquo;加之刘先生本人的努力，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已是年轻历史教师中出色的了。
那时吴晗抓教材建设，抽调一些业务强、有写作能力的教师参加编写，刘宗华也被抽到市教材编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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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历史课本，并负责中学组。
为了把历史课本编好，他们几次走访吴晗副市长，吴晗先生热情地接待，明快爽朗地回答大家提出的
问题，给刘宗华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宗华先生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教育事业的洞天里，《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是
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书中生动地记述了他刻苦奋斗的教学生涯。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名校师大附中就读的。
高中时，他到夜校教书，被推选为夜校校长。
这是他教书生涯与当校长的初试。
他高中毕业后留校，后转入北京一中任历史教师，正式步入教学生涯。
为了当好教师，刘宗华努力学习历史专业知识，还上了北师大的历史函授班，取得本科学历。
他更注重教学研究和实际效果，为了搞好课堂教学，除在专业知识和教材的重点、难点上下工夫钻研
外，还从语言表达能力这项基本功练起。
他拜读了语言大师老舍的主要著作，反复阅读了语言生动形象的《红楼梦》，甚至倾听侯宝林先生说
相声并背诵唐宋诗词等。
总之他尽力使自己课堂上的语言生动、形象、精炼并通俗易懂，不用书面语言，绝不照本宣科。
为此，他的课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1966年5月，刘先生正要被任命为一中的副校长。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开始后，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贫困的陕北。
他三年后回京，被分到东城区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主管全区的历史教学和教师进修，还兼管地理教
学。
&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结束后，刘先生得以施展才华。
他与各区县联合举办历史讲座，请知名老教师讲授教材，总结他们的教学经验，成绩显著。
1986年他被任命为北京教育学院东城分院院长，直到退休。
在任期间，他领导东城区教研和继续教育工作。
工作中，他亲自备课、讲课，工作出色；生活上，他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荣誉让给别人，
在院里是群众满意率最高的干部。
退休后，刘先生受好友齐续暄邀请，到他创办的&ldquo;为民学校&rdquo;，参加教学督导工作，继续
发挥余热。
　　刘先生担任历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期间,学会曾让他率团去东京参加第三届东亚历史研讨会。
会上&ldquo;台湾大学&rdquo;的一个年轻副教授在发言中美化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历史，否认中华民
族的存在。
刘先生立即起而质问，表明我们反对的观点，得到韩国和一些日本学者的认同。
　　书中还全面叙述了刘先生的教育思想。
作为教师，他认为&ldquo;备课无止境，常备常新&rdquo;，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的备课；根
据社会的进步和形势的变化，要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吸收新的教学内容。
作为历史教师，他提出要&ldquo;按历史课的特点讲授历史&rdquo;。
他认为，历史课不同于其他课程，历史是人类活动演化的过程，历史人物、事件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
件密不可分，讲历史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历史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学会&ldquo;
以史为鉴&rdquo;。
他强调历史教师要&ldquo;全面完成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rdquo;，即基础知识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和
学科能力培养三方面，也就是说，要在讲授基础知识的同时，结合史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运用历
史知识培养学科能力，三方面缺一不可。
他还主张&ldquo;教学是科学又是艺术&rdquo;，教师要在教学中发挥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他的课就很有特色。
在高中的教学中，他注重分析史实，深入浅出，层次清晰，纵横联系。
师生评价他的课以理论分析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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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较早地提出了&ldquo;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rdquo;的教学理念。
他认为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既不要以教师为中心，也不要以学生为中心，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主体，形成教学相长的关系。
在课堂上，他总是结合教学内容设计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促使学生主动地发表看法，展开讨论，同
时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利于学生发挥主动性、创造性。
他认为当一名合格的教师，&ldquo;必须具备德、才、学、识等方面的修养&rdquo;；当一名好的历史
教师，首先必须是个&ldquo;杂家&rdquo;，要见多识广、知识广博，同时要有基本理论的修养，才能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提高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再者，作为教师还要有高尚的道德，要关爱
学生，有责任感，要全身心地投入，把教学当做一生的事业去执著追求。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21世纪初，在基础教育改革的热潮中，有些权威人士几乎全盘否定了以往的教育改革。
刘先生不惧权威，敢于指出要正确对待继承和改革的关系。
他说改革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轻易否定过去的经验，要扎扎实实，不搞花架子，要在继承的
基础上改革。
　　书的最后汇集了刘先生发表过的一些论文和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篇都是总结和介绍优秀教师教学经验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刘宗华先生
对先辈的敬仰。
其中的《认真设计,精益求精&mdash;&mdash;听北京东直门中学宋毓贞老师课后记》和《生动活泼，引
人入胜&mdash;&mdash;时宗本老师的教学特点》，更是很有价值。
尽管这两位老师都已经不在世了，但他们的教学经验值得后人永远借鉴。
　　综观他的一生，在教育事业上是成功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特级教师，又是一位对教育事业有
作为的校长。
他的成功来自勤奋、钻研，来自谦虚，来自高度的责任感。
这本书是他一生成功经验的写照，它的出版反映学生对老师的真情。
我相信这本书将对广大历史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有所指导和补益，也将给一生献给历史教育事业的刘宗
华先生，带来欣慰。
　　2011年11月24日写于沙滩　　（本文作者是原人教社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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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位从事历史教学近50年的特级教师的历史教学研究论文集。
全书通过历史教学50年回顾、教学园地及多篇论文对其教学思想、教学经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
同时对中华传统文化、口述历史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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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宗华，男，1933年生。
1953年来到北京一中教学，后被内定为副校长，“文革”后任北京市教育学院东城分院院长。
自1986年起，被国家教委聘为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历史学科审查委员，所写教学研究论文曾获
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一等奖，特级教师，现已退休，投靠女儿，在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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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中，历史教学论文虽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写，但至今对历史教学、
尤其是中学的历史教学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其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论文，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来看
，对学术界也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适用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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