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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5135.htm 教育学家说：“学生

的智能发展取决于良好的阅读能力。”有的学者称阅读为“

学习之母”、“智慧之源”。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中学生阅读后的记忆率要比听讲后的记忆率高出１．６６倍

。 实验证明，靠听觉获得的知识３天后可保留１５％，而靠

视觉获得的知识３天后可保留３５％。因此对学生课堂阅读

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

位，而高一是“承前启后”的转折点，培养与训练他们的课

堂阅读能力尤其显得重要。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课教师教学

观念落后，教学方法陈旧，沿袭几十年一贯制的“讲听背”

直线型教学格局。课堂上教师唱独角，“黑板、粉笔加嘴皮

”，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越走越没劲，完全失去了学

习的主动性。一些学生感到历史课枯燥无味，产生“厌史”

情绪。大多数学生则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记得快，忘得更

快，教学目标流于形式。初中阶段学生年龄小基础知识薄弱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能力有限，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受到

一定制约。教师一般侧重“精讲多练”。 进入高一的学生已

经有三年历史学习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对历史问题的理解

和知识的接受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他们思想活跃，喜欢追

根溯源，这一时期正是历史学科培养学生阅读习惯，训练阅

读能力的最佳年段。教师应抓住契机，有意识有计划按步骤

地利用课堂教学教给学生科学的阅读方法与技巧，并使之形

成良好习惯，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这不仅能使学生从



学习中得到乐趣，成绩提高，而且会终生受益。笔者根据自

己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带着目标仔细读 课本本身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章、节

、目、段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指导学生认真仔细读课本是阅

读的最重要的环节。阅读前教师应对课本进行深入钻研。根

据教学目标要求精心巧妙地编选几个知识性、思想性都比较

强，提纲挈领的思考题，课前写在小黑板上，或上课后迅速

简要地写在黑板旁边，好让学生阅读时心里装着问题，有目

标。可采用默读与朗读相结合的方法。因为长时间朗读会产

生疲劳，影响读的质量。如果长时间默读，又往往会“一目

十行”、“眼神不一”，有的同学会“走神”或搞小动作。

随时抽一个同学朗读可提高读的效果。再者，朗读也可消除

错字，不认识的字，难懂的词，可以及时指出和纠正。这种

读法，既有学生活动，又有教师抽查，能使学生注意力比较

集中。因为有思考题引路，绝大多数同学能及时准确地抓住

课文的中心、重点、特点及难点。高一历史课本除正文外还

有小字部分作为阅读材料，但不作统一要求，只要求学生明

确正文与小字的关系，正文犹如筋骨，小字犹如血肉。 二、

提问讨论受启发 在学生阅读完课文后，教师就前面给学生的

思考题向学生提问检查阅读的初步效果。同时让学生就不理

解的问题向教师提问，由教师解答。通过互问互答指导学生

对带有一定难度的综合题进行梳理归类，找出解答问题的论

据和方法。 对于有代表性的问题，让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

：讨论通常是前后四人结合起来分小组进行，讨论时间为１

０分钟左右。同学们结合课本内容讲自己的观点，大家摆事

实，讲道理，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这样，开阔了思路，加



深了对重要问题的理解和记忆。对于那些引起激烈争论的问

题，教师可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引导学生课

后再扩大阅读范围，自己去寻找答案。这样将课堂阅读自然

延伸到课外，促使教与学进一步结合，深化了教与学的效果

。 在提问与讨论中，教师的思维方法、看问题的角度，自然

给学生以影响，讨论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讨论中学生既

动脑又动口，人人参与，加深了对阅读内容的理解，而且使

综合学习能力得到锻炼。 三、思考归纳求深化 孔子说：“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阅读”和“讨论”两个

环节中学生接触和理解到许多课本知识，掌握了一些解决问

题的材料和方法。 进一步提高，就要求学生对阅读了的内容

进行归纳和综合，认识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前因后果，进行纵

向和横向比较，将知识的各部分按一定逻辑顺序归纳成系统

的有机整体。这样，有助于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完整的知识结

构，有利于学生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巩固已掌握的知识

。每节课都如此，会形成知识方法能力之间的良性循环，效

率会越来越高。将来面对“会考”、“高考”，只不过是一

个水到渠成的问题。“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

阅读”这一最基本最简单的教学环节上多用些心思功夫，这

应是一个最实际的考虑。 归纳一般也控制在１０分钟左右，

教师以启发、点拨、释疑、小结的形式和学生一起整理知识

，“穿线织网”，归纳出教材知识结构和思想内涵。尽可能

由学生归纳，一些难度较大的也可由教师归纳总结。教师的

归纳要注意两点：（一）化：将基本的理论原理具体化，化

为对人、事、制度的有血有肉的分析评价，切忌理论、史实

的“两张皮”或生拉硬扯。（二）精：话要讲在点子上，有



穿透力，切忌冗长，拖泥带水。这两点，高考题的“要求”

和“参考”答案或“标准”答案值得反复揣摩，体会，烂熟

于心，举一反三，加以运用。平常备课，就要用规范的最经

济的书面语言把答案写出来，并反复修改、推敲，讲时“避

免掺水分”。试看会考高考中，不少同学写了一大篇，却使

人不得要领，找不出“关键词”、“得分点”，这个教训，

从高一就要总结、汲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