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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的要求，切实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我国进行了新一轮的

教学改革。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都相对落后的藏区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这股潮流

中，但由于许多藏区都地处边远地区，有着许多的特殊性，因此目前的历史课程改革在这些

边远藏区进展得并不顺利，陷入了一系列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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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许多教学方面都发生着改变，也对

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都相对落后的边远藏

区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藏区的中学历史教学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出

现了许多的困境。作为一位身处相对落后的藏区一线中学历史教师更是感触颇深。下面就结

合自己近十年的中学历史教学实践，谈谈新课改下藏区中学历史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一、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素质偏低 

实施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改革是新课标的要求，要克服传统教学中存在的弊端，必须以人

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对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但现在许多藏区的师

资力量相对薄弱，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中学只注重语、数、外，所谓主科

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从而出现主科教师多而历史教师缺乏的现象，历史课教师很多是其他学

科教师为凑工作量而去兼职，非历史专业的教师上历史课的现象十分常见。另一方面，在藏

区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自然条件都比较恶劣，许多比较优秀的大学生都不愿意到这些地方任

教，现有的广大中学历史教师也不可能得到更多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历

史教研活动，使教师们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陈旧、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近几年

来由于云南省推行了所有科目都参加中考，使以上的情况有所改观，但许多地区中学历史教

学还可见到上述情况，使新课改很难顺利进行。 

二、教师教学观念陈旧，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 

新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教师能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

者和活动者，而不是讲授者。在教学过程中，许多的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受到单一化，造成

学生主体地位未能保证。特别在边远地区，由于许多历史课都是由非专业的教师来担任，因

此许多教师在历史课上广泛使用“知识点教学法”，教师在课堂上就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点，

有的老师甚至照本宣科，让学生在课本上勾圈知识点，但由于许多的历史中考题、高中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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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偏于简单，这样的教学方法也会使学生取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从而误导了教师墨守成规，

不去转变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也误导了学生认为学习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很难激发学生学

习历史的积极性，在课堂上也无法体现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新课改要求，从而进一步影

响到了高中历史教学，使学生改变不了死记硬背的历史学习方法，使高中阶段的新课程改革

也很难顺利开展。 

三、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学习习惯差 

新课改不仅要求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也要求不断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能力。但在边

远藏区，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学生的知识面十分狭窄，许多同学除课本上的知识其他的

就一无所知，学生基础比较薄弱，有些同学即使升入中学也依然存在着语言交流的障碍。加

上社会上重理轻文，高考就业压力，家长教育观念，中高考评价体制等的影响，历史学科在

初中阶段常常不是很重视，并经常出现压缩历史课时的情况，使历史教学任务与课时安排发

生冲突，这样也使初高中历史学习出现断层现象。现用的高中历史新教材用的是模块专题方

式来编写的，它是建立在学生对初中历史基础知识掌握较牢固基础之上的。但由于学生初中

历史知识掌握不牢而影响了高中历史的学习。同学也没能在初中阶段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不明白自己在课堂和课后到底该干什么，只知道老师教什么就记什么，不会去提出问题，更

不会去解决问题。在边远地区，还出现了只有基础差的学生选择文科，基础好点的学生都会

选择理科，因为许多同学都误认为文科就是死记硬背，使高中的历史教学改革更难以顺利展

开。 

四、教师和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时间十分有限 

新课程历史教学强调培养学生自己收集历史资料，史料分析能力。在当前信息迅速发展

的时代，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发展和应用，在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兴趣，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课堂上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历史故事、风

土人情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许多边远藏区，历史文化沉淀缺乏，能结合本土

文化进行历史教学的很少，许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离同学们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在课堂上

没有任何的亲近感。另一方面，藏区的现代化教学设备有限，学校图书阅览室资料有限，加

之学生的各项能力参差不齐，使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有限。而在时间上，许多边远地区的学

生除了学习外还要去处理自己的生活，有的还要为家里分担许多的农活，学习并不是他们唯

一要完成的事情，因此学生在课后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预习、复习，更没时间去查阅资料，

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许多同学都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条件。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

断深入，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在许多藏区



有些教学设施也仅仅只是一种摆设，根本没能很好有效的利用。 

可见，如今许多边远地区特别是藏区的中学历史教学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新课程改

革在这些地区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不能有效顺利地开展。但我们也应该深信，新课改背景下

许多藏区的教学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学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教学还有着

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不断努力、探索，再边远落后的藏区我们也能迎来属于我们自己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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