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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身为学生学习路上的指引者，教师一定要转换自己的教学思路，不能局限于考试的束缚，仅对学

生进行教条学习，而无法让学生完成思想的蜕变。在高中历史课堂，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师对书本历史知识点进行简单的拓展，在分析

历史事件和观点时，只是简单的分析，并不关注多种声音，对于教学也只能停留在背诵知识点和做题的死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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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思路僵化，在做材料分析题时，不能准

确分析出答题要点，在阐述历史观点时，也只是片面浅薄，无法实现更

高层次的理解。基于以上问题，笔者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和课堂教学总结，

向大家解释辩证法教学的理念，同时根据实例，介绍辩证法教学在高中

历史课堂的实际运用方法，为历史教学提供新思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

的发展。 

1 辩证法教学概念简述 
辩证法教学，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运用辩证法的三大定律，通过与

课堂实际相结合，帮助教师更好地进行课堂授课。第一定律是对立统一

规律，主要是说事物在变化时，事物内部发生的各种变化，既是博弈的

状态也是统一的状态；第二定律是质变和量变规律，即事物在发展时，

当达到一个定值时，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达到另一个境界，根据

一定的运动规律，实现事物的发展；最后一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先是肯定事物出现的必然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肯定的事物提出质疑，在否定中再次进行思考，得

到符合时代的答案。高中历史是一门可以将思辨思维用到极致的学科。

在进行历史教学时，教师要对辩证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将辩证法更好的

和课堂结合。学生在接受知识后，不但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思辨，在生活

中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运用辩证思维对事物进行分析，实现将课堂知识更

好地应用于生活。 

2 高中历史课堂应用辩证法教学的策略 
2.1 通过分析历史论点，运用辩证方法解决问题 

在历史课堂中，教师在进行课本授课时，对于教材中出现的观点，

教师基本上采用的是，通过对课本观点的简单讲述，对于论点提出的深

层原因并不深入探讨。学生在接受知识时，也只是浅显的理解，不会有

更深入的挖掘。随着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于学生的考核方式

也在不断改变，考试选拔出的人才越发得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因此，

教师要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思路，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师不应该只教会

学生如何做题，还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对于课本中的观点，教师要

运用多角度的观点，进行思辨式讲解，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历史观点，让

学生从正反两个角度进行思考，更好的对历史观点进行解读，培养学生

历史思维，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快速提升。 

例如在讲解《太平天国运动》一课时，教师讲解必要知识点的同时，

还应该结合历史上对这次农民运动的不同观点进行解读，并在解读时鼓

励学生在众多观点中找到切入点，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课堂上将理由

阐述明白。同时，教师可以开展一次辩论赛，以“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运

动的是否阻碍了中华文化的进程？”为论点，让学生展开辩论，让学生

在搜集材料时，整理自己的思路，形成自己对问题的见解。在正反双方

进行辩论时，教师在必要时，给予一定的指导，让学生的论点更加充分。

通过辩论一类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养成多变、全面的思考方式，更好的

运用辩证法去看待问题。在考试时，可以将辩证法用在解题上，对材料

进行多角度分析。回答问题时，可以条理清晰，思路明确，更高质量的

完成做题。 

2.2 运用历史唯物观点，判断历史事件 

在进行历史教学时，教师和学生面对最多的就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

在传统教学的思路中，教师会对历史事件进行讲解，将历史事件中的关

键节点进行总结，如在教授《洋务运动》一课时，教师会对运动的开始

时间和结束时间进行强化记忆，对此时期做出的成就进行整理，并要求

学生进行背诵。说到底，传统的教学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考试，所以

在教学时，并不讲究方式方法，只是按着最简单的思路为学生进行授课，

这种方法严重束缚了学生分析历史事件的思路，阻碍了学生历史综合能

力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历史中事件教学时，教师应该抓住事件发

生的必然原因，分析事件产生的必然趋势，让学生明白，所有的历史事

件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影响历史事件的因素有很多，

学生应该抓住主要因素，从大背景去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原因。还

是以洋务运动为例，教师在讲解时，一定要联系在洋务运动之前发生的

事件，是统治阶级对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认识不足，地主阶级开始

放眼看世界，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所以才会有此次运动，并且此次运动

是戊戌变法之前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当时的民族危机和经济现

状要求必须进行军事和经济探索，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跳跃到政治体制改

革，因为资产阶级的力量远不够强大。结合多方原因，让学生可以对此

次救国运动有更深入的思考，深入了解其进步意义及局限性，进而提高

学生的分析能力，更好帮助学生养成用历史分析历史的思维。 

2.3 用肯否观点点评事件，完善自身世界观 

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对历史观点进行理解和点评。在

高中的历史课堂上，教师对于历史观点一般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并不关

注观点本身，而是关注观点是否会出现在考试中，是否成为考试的要点。

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发展，禁锢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没有帮助学

生真正意义上的成长。所以对于历史观点，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养成用肯

否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如在进行“作为农业大国，古代手工业在近代崛

起是否影响了农业进步？”论题谈论时，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当时的

时代出发，思考在近代如果手工业没有后期崛起，近代中国的经济会是

怎样的局面？在结合当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思考，手工业的快速

崛起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为当时贫下阶层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来源，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缺少对农业生产的研究，农具确是落后，导致很

多年才恢复过来。通过不断变换角度，实现肯定-否定-肯定的思考过程，

实现历史思考能力的养成，更好地促进学生历史能力的养成。 

3 总结 
在高中历史学习时，我们一定要养成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将辩

证法教学完美的融入高中历史课堂，帮助学生实现思辨式思考，更好的

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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