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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刊对象明确：

面向初、高中历史教师，兼顾研究中学历史教学的

高师教师、本科生、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学

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

2.栏目设置特色鲜明、灵活：

结合21世纪课程改革发展的趋势，特设“教师发展”
栏目，宣传介绍名师工作室、市区教研室、优秀科组等

团队合作优秀成果，紧跟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发展方向；



3.栏目设置灵活：

除固定的“教学研讨”、“学业评价”、“学生学史”、“图说历
史”等栏目外，根据课程改革的需要，及时调整部分栏目，如
2017年根据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相关问题，设置了“历史思维研
究”，2018年为推动初中历史教师的教学研究，开设了“部编教
科书研讨”专栏……

4.引领中学历史教学方向：

录用的文章能切实指导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与实践，特别是
介绍国内外历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尤其受到青睐。



1.审稿程序：3级审核

（1）常规稿件审核程序：

（2）特殊栏目稿件审核程序：

①每年的高考结束后的学业评价栏目稿件

②特殊栏目稿件：教师发展组稿栏目

③针对科高前沿临时开设的栏目

2.审稿录用周期：3个月，是否录用都会收到反馈

3.刊载周期：5-6个月



1.常规稿件审核程序：

2.特殊栏目稿件审核程序：

①每年的高考结束后的学业评价栏目稿件

②特殊栏目稿件：教师发展组稿栏目

③针对科高前沿临时开设的栏目



三、《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学术茶座：

该栏目主要是学术引领，约请专家解
答中学老师提出的疑问，或就某一学术性
问题展开讨论。



蒋建农

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共党

史和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正处级秘书、中央办公厅副巡视员、求是杂志社办公室副主任

兼秘书处处长、中共抚州市委副书记、红旗出版社社长等职务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

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万人计划）。社会兼职为中

国抗日战争学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

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研究会

常务理事。







《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教师发展栏目：
该栏目主要介绍中学历史名师工

作室、市区教研、知名历史科组的团
队成果。











《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课程研究栏目：

该栏目主要刊发包括课程理论，国
家课程研究（如高中新课标），校本课
程教材开发与研究，国外课程推介、评
介等方面的研究论文。





学业评价

该栏目主要探讨初、高中学习评价方
法、策略和各类试题分析与教学探讨。如
中考、高考试卷分析与教学探讨。





《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教学研讨：

该栏目发表最新的《中外历史纲
要》课程教学探讨，部编（统编）义
务教育课程教学探讨等反应一线历史
教学研究的论文。





《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学生学史：
该栏目主要介绍中学生、本科生或

研究生学习历史的技巧、方法和成果。









《中学历史教学》栏目介绍

图说历史：
该栏目对历史图片、漫画等进行探
讨和说明，挖掘图片背后的历史信
息，扩大读者的历史视野。





灵活栏目：

除固定的“教学研讨”、“学业评价”、“学生学史”、“
图说历史”等栏目外，根据课程改革的需要，及时调整部
分栏目，如2017年根据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相关问题，设
置了“历史思维研究”，2018年为推动初中历史教师的教
学研究，开设了“部编教科书研讨”专栏……









（一）选题
1.选题的意义
选题是研究的第一步，是决定论文是否成功的关
键。“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亚里斯多德）。
选题能力是教学研究能力之一。
选题源于问题，先有问题，后有选题；
选题的关键：发现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2.题目设计的几个原则：
①题目与内容相符
②题目大小适当
③题目一般是一个短语，而不是句子
④题目只确定研究对象、主旨
⑤题目力求明确、简短、有吸引力



3.选题的来源
①来源于阅读
处理好平时泛读与集中阅读的关系。

在阅读历史教学研究论著的同时，要注意阅读课程论、
教学论、学习论、教育心理学、哲学等经典著作。

选择阅读有代表性的历史教学研究著作。如首都师大赵
亚夫、叶小兵、张汉林，华东师大聂幼犁，上海师大李
稚勇，华南师大黄牧航，陕西师大徐赐成，四川师大陈
辉，广西师大陈志刚，台湾清华大学林慈淑，以及何成
刚、王雄、郭富斌等人的著作、论文（说明：排名不分
先后，也不全面）。



经常阅读中学历史教学杂志以及相关教育杂志，如
《课程·教材·教法》、《历史教学》、《中学历史
教学》等。
注意阅读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络资源中有关历
史教学的文章。
注意阅读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等历史教学网站中的资料、
论坛文章、博文，以开阔视野、了解行情。
既要阅读当下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围绕论题阅读既
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既要阅读国内学者的论文，也要
阅读有关著作；既要阅读国内学者的论著，有条件的
还应注意阅读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作品）。



②来源于日常教学实践
历史教学研究与一般教育理论研究不同。
历史教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不同。
历史教学研究的选题应关注热点、难点、
盲点问题。



③来源于交流
历史教师之间的私下交流
校内外的集体备课活动
校内外的听课观摩活动
历史名师的研究引领（工作室、工作坊）
历史教学研究基地活动
各级历史教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



（二）资料
文献资料
①研究综述等“第二手资料”（了解动态；注
意作者的学术观点）。
收集的原则：由近及远；名家名刊之作、贴近
选题之作。
引用的方法：直接引用；转述；评论；整合说
明
②研究著述。如国内外相关专著、论文等。
③原始资料。包括自己及别人的。如教学案例、
统计资料、经验总结、反思日记、听课随笔、
课堂观察、问卷调查、访谈记录等。



（三）结构
撰写之前拟定写作提纲：

①暂时写下题目，确定文章的主旨；
②考虑谈哪个问题，确定框架；
③大框架下的分论点；
④初稿完成后最后拟定题目，修改润色。

与一般学术论文的结构有相同之处，如，前
面要有引言，后面要有结语、结论。
与一般学术论文的不同之处，要有实例，观
点与实例密切结合。



（四）论证
要注意亮明观点：结论和每部分、每段开头部
分；夹叙夹议。
要注意引用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心理学、
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专著、论文中的观点、资料。
要注意引用、解剖教学设计、实践课例等各种
他人或自己的资料，包括教科书、教参等资料。
论证要严密、逻辑性强。
总之，文章既要有参考性，又有鲜明的学术性。



（五）规范
1.学术史回顾
写论文之前，需要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不进行重
复劳动；
在论文的开头部分或文档首页用脚注形式，简要
说明已有研究进展和不足；正确对待他人成果。
2.注释或参考文献
引用别人成果一定要有注释或参考文献；著录要
完整，到页码。
转引的文献一定要核对原文；慎用网络文献。



3.引文的类型和基本原则
①类型：资料；他人的观点；理论和概念
②基本原则：
引文必须准确。（错字、漏字、串行等硬
伤）
标注应该真实。
引文与行文浑然一体。
引用以必要为度，切忌堆砌材料。
应选择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



4.论文的修改
联系论点阅读文稿。（看论证是否严密）
注意分段。（一页纸通常有2-3个自然段）
补充和核对资料。（资料不足的地方补充，
资料堆砌的地方删节；核对原文、注明出
处）
推敲文字表达（清晰、准确、流畅，即文
字比较干净）
总而言之，一篇论文围绕某个主题，应形
成三个层次内容：材料、观点、工具（理
论与方法）



欢迎投稿!

投稿邮箱 ：

zxlsjxgz@sina.cn

微信号：zxlsjxzz

(华南师大历史教学杂志)

mailto:zxlsjxgz@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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