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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及栏目介绍

宗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历史
学的繁荣发展。沟通历史教学与学
术研究，普及历史教育。



“教学研究”栏：先“历史”后
“教学”

（一）先搞清楚所要讲授的历史问题

*了解学界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前沿

*了解学界与教材对某一问题的不同认识

*清楚这一问题在大历史中的位置

*清楚这一问题所处阶段的特征趋势

*由此推导出这一问题的核心概念

*清楚围绕核心概念，有哪些历史事件



（二）再考虑要怎样把这个问题传授给学生

理想状态：给学生认识历史的方法，而非
历史知识。

避免后见之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考也
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研究应从实践出发，
如果从主观结论出发，就颠倒了认识和实
践的关系。



高考对教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反拨、指导作
用。高校教师以学术认知主持高考命题，
对教学的导向十分明显。本刊“高考研究”
栏旨在指出学术研究与高考命题的关系，
主张高中文科班教学必须加强深度与广度，
最大程度地接近高考的考查水平。为解决
“高考这样考、我们怎样教”而努力。

“高考研究”栏



 1915～ 1918年，《新青年》中“革命”“科
学”“平等”“民主”等词出现频次大体相当：
1919～1922年，“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
的1/10，不及“革命”的1/20。这种变化可说明

A．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发生转变

B. 国民革命运动受到民众普遍拥护

C．资本主义政体模式被知识界否定

D．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
——2019

年全国卷1第29题
摘自王奇生《革命与反

革命》2010年



《历史三调》



“教学设计”栏

教学设计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学习

会用材料

会提问题

围绕教学目的，设计尽可能多的任务

将惰性知识（零散的片段习得知识被
视为惰性知识）运用于情景中



 “课程研究”栏：课程研究相对教学研究而言，是从整个课程的角度进行历
史教学分析，旨在厘清课程与具体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

 “命题研究”栏：主要是对试题进行技术性分析，这样的文章不仅要注意
命题技术的运用，而且还要有史学功底。有些很平常、很低级的命题问题，
虽然在各类考试中比比皆是，但没有必要做文章。此栏与“高考研究”的区
别主要在于，高考研究讲究时效。

 “听课随笔”栏：大量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方能使更多
的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现在青年教师越来越多，提高专业素质是整体性的
大问题。而且有些教师没有阅读习惯，重复性的错误并不鲜见。各级教研员、
学科带头人以及高级教师，都有责任帮助青年教师。此栏与“教学随笔”最
适合结合日常工作抓选题。只不过“教学随笔”写自己的经验总结。

 “各抒己见”栏：本刊提倡争鸣，认为争论有利于提高专业素质。参与争
论一定要看准问题的要害，一定要自圆其说，当然也要证据充分。时间性也
很重要。别人都说过了，你没注意，重复必然徒劳无功。另外，争论的语言
不要太刻薄，要学会换位思考。

 “专题讨论”栏：专题讨论内容不一，主要针对当下困扰教师的热门问题、
争议问题，往往以一组文章呈现，旨在从各角度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
的解读，除编辑部特约稿件外，各教研团体亦可针对自己所长的话题，进行
讨论。



选稿流程及标准

 1.三审+外审

 2.言之有物、逻辑严密、兼顾前沿性
与指导性

 3.切实解决当下问题



组稿中常见的问题

 1.新意不足

 2.研究泛泛,大而化之

 3.陷入思维定势（学术、教材、学情分析）

 4.取舍不当

 5.关注知识点

 6.忽视学史方法的示范

 7.忽视思维发展路径

 8.逻辑混乱

 9.形式大于内容

 10.联系生硬



史料教学

出示史料的目的是什么？

寻找史料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论证过程

在教学中创设历史情景

让学生自己对史料进行研究

通过这种研究，提高他们的阅读、理
解、概括、分析能力，并用有价值的
史料作为支撑，阐释自己对历史问题
的阐释？



 教师在课前，需要思考：本课（或本单元）反映的
主题内容是什么？教学主题涉及的核心（或本质）
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要学习该核心概念？理解该概
念的目的是什么，需要用什么方式析出或呈现概念？
需要采取哪些方法教授概念？关于该概念，学生存
在哪些可能的认知？为了学生的理解，如何选择、
取舍与该核心概念相关的内容、材料？怎样把控概
念教学的进度？如何检测学生是否掌握了概念？怎
样透过概念学习帮助学生形成结构化的知识？等等。
这要求教师能够跳出教材，从学生认知的角度，思
考概念教学的目标，采用灵活的方式调控和改进教
学，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

——陈志刚



教学相长

《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
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
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写作是自然的教研状态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用教材教

1、舍弃无意义的知识点，关注具有思维含量的史

实。

2、初中教学注重思维兴趣的培养，注重了解史学

的书写特征、和证史的方法及过程；高中以培

养学生历史理解能力为中心。

3、抓大放小，注意新课程的相关内容。扩展史实，

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葆有创见

终身学习的状态

关注学术动态

不满足于低层次的信息传递工作，拥
有追求和达成目标的驱动力

使自己具有不可替代性



好文章不拘一格

行云流水 酣畅淋漓

一针见血 一语中的

不落窠臼

滴水不漏

开合有度

文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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