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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的主

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中学历史教学也不例外。本文从四方

面就中学历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进行分析，以期为广大历史教师提供

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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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

要目的在于造就有所创新、有所发明和发

现的人，而不是简单重复前人做过的事

情。”创新是教育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

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中学历史教学也不例外。但从目前的情况

看，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陈

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评论就是问题之一。

而推行创新教育，既是当今教育改革大潮

的需要，也是中学历史教学本身发展所必

须的。那么,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如何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呢？

一、“谐音”记忆，让课堂变得更

有趣

在新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的今天，如

何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减轻记忆负担、提

高记忆效率是摆在中学历史教师面前的一

个突出问题。在教学中，我曾尝试运用

“谐音记忆法”帮助和指导学生记忆历史

知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北师大

版八年级上册《八国联军侵华》一课中，

我让学生试着使用谐音来记忆知识点，其

中八国“俄、美、日、奥、意、德、英、

法”谐音为“我每日要一朵樱花”，对干

涉割让台湾的三个国家“俄、德、法”谐

音“我得发”，这使学生在笑过、乐过之

后，萌生了一些记忆历史知识的方法，进

而提高了记忆效率。实践证明，把零散

的、枯燥的、无意义的识记材料进行谐音

处理以形成新奇有趣、富有意义的语句，

能让学生将已学过的知识记忆得又牢又

快，并从中得出一些启发、感悟。

二、转换角色，让学生成为课堂

“主角”

现代心理学认为：学生只有在民主、

平等的教育氛围中才能迸发出想象与创

新的火花。采用“家长制”的教学方式，

只会大大挫伤学生的自尊心，泯灭学生的

好奇心，遏制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学

生个性心理的发展。历史教学的主要途径

是课堂教学。传统的课堂教学是“填鸭式

的满堂灌”，教师“一统天下”，学生机

械地在书上勾、划、记，思维被禁锢了，

想象力被扼杀了，一堂课下来不知所以

然，更谈不上智力的发挥。因此，要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必须着眼于学生的

发展，努力营造和谐、民主、富有创造性

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讨论，或者让学

生担当“主导”角色等多种灵活的教学方

式。比如在教学八年级上册《全民抗战》

一课时，课本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讨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若按

课本常规，学生只需要掌握课本上原有的

两点原因就可以了，即美苏的支持和中国

军民的英勇抗战。其实原因还有很多，为

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让他们分组大胆

地讨论除上述原因之外的其他原因，出乎

我的意料，学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几分钟

的时间内得出了很多原因。我将他们的理

由一一列在黑板上面，然后全体师生一起

讨论，并逐一排除，最终得出了结论，且

课堂气氛热烈，使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

主人。

三、以问代教，做好教学“指挥棒”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

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常有疑点，常有

问题，才能促进思维，才能有创新的灵感

和源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提问

的权利还给学生，多给学生创设质疑问难

的环境和条件，鼓励学生思考、发问，标

新立异，别出心裁。比如我在讲《红军的

长征》这堂公开课时先播放歌曲《十送红

军》，渲染气氛，把大家的思绪带到那硝

烟弥漫、血流成河的赣、湘、桂战场上，

带到那高耸入云的雪山上，带到那望而生

畏的草地上，然后以“苦不苦，想想红军

二万五”这一问题引入新课，同时提问学

生：红军长征的“苦”在哪里？为何要进

行长征？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去战胜那

些困难？今天倡导的红色之旅——重走长

征路有何现实意义？这一系列的问题环环

相扣，拉近了学生与所讲历史事件的距

离，使其对所发生之事犹如身临其境，充

分感受、体验到了历史，懂得了历史与现

实并不是断裂开来的，而是有其延续性，

进而加强了对所学知识的记忆。

四、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实践

教师应敢于突破常规的教学模式，运

用创造性思维进行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能力。如我在讲北师大版八年级

下《我从哪里来》时让学生先自读课文，

根据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试着再现原始人生

活的场景：他们是如何应用最原始的生产

工具的？他们在进化过程中碰见新的生产

工具时的表情和动作是什么样的（用生动

的语言加以描述）？这样，通过表演就能

让学生感受到原始人生活环境的艰苦，最

终得出结论：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漫长而又

艰辛的过程，我们应该为我们祖先拥有的

智慧而感到自豪。我还在课堂的最后几分

钟给学生一些时间，让学生发挥想象，进

行猜测、续写。这样，既活跃了学生的思

维，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学生经过

这样一段时间的锻炼后，都会有意识地去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相互的交流

和合作中找到合适的方法。

创新教育为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提

供了广阔的前景，也给中学历史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教学要求。面对新世纪知识经济

的挑战，我们要以创新精神为核心，实施

素质教育，完成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培养现

代化建设所需的合格人才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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