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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教学实践为例证,对于课程的讲授内容安排、多种教

学模式运用、课堂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希望能对于高校相关“四史”类课程

的后继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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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in 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arrang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eaching modes, Instructional design. It is hoped it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Four Histories"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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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高校多个文科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

必修或选课课程。近年来,随着大学通识教育的进一步拓展与深

化,开展“四史”课程教学也成为大学通识课程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四史”中的“新中国史”课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课程名称虽异,其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是基本相同的。随着“四

史”课程的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近现代历史专业类课

程在大学教学中覆盖了更多的受众,其教学模式也开始由纯专

业类课程向通识类课程方向转换。 

“四史”课程的开设目的,是让学生们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

习,有效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培养家国情怀,实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建设目标。 

要实现上述课程建设目标,“四史”类课程的讲授应具有哪

些课程特色？“四史”课程与现有课程之间存在重合的内容在

教学中应如何处理？“四史”课程的教学设计如何才能有效激

发学生的持久学习兴趣,令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收获？这都是开

展“四史”类课程建设和构建优质课程教学体系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 

要解决上述问题,应立足于“四史”课程的教学实际状况,

从“四史”课程的建设和教学实践中获取真知,不断改进原有的

教学思路与构想,才能逐步建立起真正适合大学教学实际的“四

史”课程教学架构。笔者在高校任教多年,多次开设“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新中国史”(以下行文中均简称为“国史”)课程,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课程教学实践经验。本文将总结历年“国

史”课程教学实践的一些成果心得,并对于“四史”课程的建

设思路和教学设计提出个人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大家的

多多指正。 

1 “国史”课程讲授内容的设计安排 

“四史”的课程内容,和之前开设的多门大学通识必修课程

存在着重合之处。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四门课程讲授的相关内容

就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四史”课程中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各门

“四史”课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包容关系①。如何避免课程

讲授内容的重复性,突出各门课程的教学重点与特色,是“四史”

课程教学设计的首要关键点。 

笔者在讲授“国史”课程时,也注意到本课程的相关内容与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内容的重合问题。因此在课程讲

授内容的安排与设计上主要着力于以下两方面： 

1.1课程讲授“精细化”,令历史叙述变得有血有肉、有声

有色。 

党史学者黄道炫在其著作《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

具具人体骨骼,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②？”要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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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讲好讲透,也离不开各种鲜活的历史细节。 

“国史”课程中的基本架构、重大事件、历史脉络在《中

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中都有清晰的阐述,同学们在学习这些

课程后对于上述内容都会有较明确的认识与了解,如果“国史”

课程的讲授仍只是简单围绕这些内容“照本宣科”及略作扩展

的话,其课堂反应可想而知。所以笔者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就致力

于将一些重要事件下的细节内容纳入课堂教学的重点讲授之中,

比如在讲授新中国诞生章节时以“接管杭州”为例,较为详细地

叙述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确立其工作重心从农村

转移到城市的方针后,是如何部署具体的城市接管工作并合理

应对复杂的城市状况,从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逐步建立起较

为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 

1.2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让学生深刻感受和认知历史进程的

进步性和曲折性。 

从“国史”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学生尽管

在大学里已学习过多门思政课程,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

络的理解和认识依然会处于一种“一知半解”或是“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他们会较熟练地背诵各种知识点,在应试

方面颇为出色,但在互动教学中一旦较深入地与之探讨某个复

杂历史问题,则多有茫然之感。 

基于这样的学情状况,笔者在课程教授中特别关注对相关

历史事件之背景剖析和历史进程脉络的总体把握。在讲授社会

主义改造章节时,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理

论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及其作出各项政策调整的复杂历史背

景,从而令学生对这段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有更深入的理解与

感悟。 

从同学们的课堂反应和课后反馈来看,这样的讲授思路和

教学设计既为同学们提供了新的材料“干货”,又有助于启发他

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入思考,从而为“四史”课程教

学实现“增信释疑”教学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多样化教学手段、模式在“国史”教学中的运用 

在以往的“国史”课程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团队型课堂展示、

口试型读书考核、口述史学等教学模式纳入到课程教学环节中,

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 

在课堂展示课题中笔者引入时下流行的“架空穿越”模式,

让同学们自己在虚拟历史情境中化身为历史决策人物,在新中

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让你这个有“上帝视角”的后

来者做出不同的选择,后继的历史又会怎样的发展呢？ 

这样的课堂展示论题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兴趣,而在具

体研讨中得到的结果更引发了他们的深入思考。有学生团队选

择穿越改革开放的论题,当后来者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改革

路径的选取和改革方略能有怎样的改进。他们读完相关参考资

料并进行多次的课外研讨模拟后发现,即使多出几十年的后世

智慧,其苦心思索得出的改革思路也和历史上的改革路径相差

无几。这种通过模拟情境获得的历史体验感,可以让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对国史、国情有更为深刻的历史认知和“理解之同情”,

其对学生产生的影响力、感染力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史”课程

的教学效果。 

现场教学模式在大学文科类课程教学中已经运用多年,从

相关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反馈看,这种“以现场为课堂,以事实为

教材,老师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弥补课堂教学不足,

拓展学生视野等方面有非常良好的成效。在“四史”课程教学

中引入该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认知党史、国史、国情,

了解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进程,学生

走出课堂,在“行万里路”中的过程中可以更深切地感知中国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 

口述史学和田野调查在当下的历史学研究中正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对“四史”教学也多有助益,在课程学习中引入口述

史学和田野调查模式,不仅可以追忆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亦有助于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与努力,独立自主地去了解中国

与世界。 

3 “国史”课程中课堂教学行为模式刍议 

和其他通史课程类似,“四史”课程教学中也同样面临如何

有效激发学生兴趣、提升“抬头率”等难题。除了前文所述多

种教学手段模式的运用外,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教学方式对于

引发学生持久学习兴趣、打造优质课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

影响。笔者初步总结历年的“国史”教学实践经验,并参考相关

研究者的成果③,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能有效引发学生的听

课兴趣、实现课堂教学质量的不断改进提升。 

3.1课堂教学应多采用“故事化”的叙述模式,“寓论断于

叙事”中,由小见大,以旧入新 

“国史”的课堂教学离不开对大量历史史实的阐述,即俗称

的“讲故事”、“说书”。而要讲好历史故事,应以学生的“已知”

为出发点,建构好老师要讲授的“新知”与学生已了解的“旧知”

的有机联系,用各种生动的教学方式唤醒学生“旧知④”,激发

学生兴趣,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距离。 

3.2有效开展互动教学,构建有效、多形式的师生、生生互

动交流 

课堂教学中要开展有效的师生互动,首先应构建多样化的

互动教学模式,既有学生提问—老师答疑的开放式提问模式,也

有老师以了解学情为目的的随机抽取学生问答模式。多种互动

交流模式的交叉使用,扩大了互动教学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其次

是老师在互动问答交流中应更多扮演一个“循循善诱”的引导

者角色,善于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合理的追问,既帮助了学生思考

判断的深入,也有助于老师对学情状况的总体把握,最后还可采

用“代币制强化”即参与课堂互动获得加分的模式合理激发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 

3.3教学语言在生动与严谨之间求得合理的平衡统一 

教学语言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活泼幽默的语言

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和良性回应,但历史的叙述又自有其庄

重与严谨。所以“四史”课程的讲授应尽可能做到“亦庄亦谐”,

既要用通俗幽默的语言让学生感到亲切好听,又应在叙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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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时严守“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引用数据、史料尽

可能准确,不哗众取宠,不戏说历史。 

4 结语 

总结以上分析内容,笔者对未来的“国史”/“四史”课程

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四史”课程讲授应把握各门课程的特色,重视重要历

史细节的深入论析和历史脉络的清楚把握。 

(2)“四史”课程开展团队教学时切忌把课程体系变成简单

的课堂讲授+可有可无的其他教学环节的混合体,多样有效的教

学环节设计才能不断提升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3)教师的课堂讲授应重视教学语言的培养,既有亲和力,

能接地气但又不失严谨。课堂教学应改变教师单方面讲授,“满

堂灌”的方式,构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扩大学生的参与性,教学

内容扎实丰富,令学生有足够的获得感。 

“四史”课程教育的开展,对于大学通识教育体系的深化与

发展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作用。要将“四史”课程建设为优

质的课程教学体系,实现相应的思政教育目标。我们就需要切实

遵循教学规律,从教学实际出发,在课程教学设计、各种教学手

段的合理运用,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等方面进行深入持久的改

革与创新,并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修正谬误,如此方能不断取得

进步。 

[注释] 

①如改革开放史是新中国史的一部分,国史又是党史内容的有机构成。 

②黄道炫：《张力与限界 中央苏区的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1年,第2页。 

③3本校的吴玥同学在其本科毕业论文中对于笔者的思政课堂教学实

践结合教育学原理和相关分析软件进行了分析与研讨,其看法对笔者写作本

文亦颇有启发,在此致谢。 

④吴玥同学在其论文中总结过笔者课上帮助学生唤醒旧知的四种策

略：1.联系名人名家,2.联系学生以往所学,3.联系影视与文学作品,4.联系现

实生活。吴玥：《高校优质思政课的教师课堂教学行为案例分析》,未刊学士

论文,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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