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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研究与进展 中学史地教学心理学的研究在国内是一

个新课题。在国内，对中学史地学科教与学的心理活动过程

及规律的探讨，大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1987年黄慕洁、白

月桥的《中学历史教学》与刁传芳、高如珊的《中学地理教

学》（两本书于86年初完稿、87年由光明日报社出版发行）

都研究了教与学的心理问题。尤其是《中学历史教学》专门

讨论了“历史概念形成的心理过程”与“学习历史能力的培

养”两个问题。80年代末以后，史地教学心理的研究日益活

跃起来，国内重要刊物上有关思维能力、非智力因素、学习

能力与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方法、模式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

。一些研究史地教学或教育的专著也日益重视上述研究课题

。然而，将教学心理学作为对象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尚未出

现。为了从宏观上把握国内研究概况，需要对散见于个期刊

、专著中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 一、中学历史教学心理

学的研究进展 80年代，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将心

理学的原理运用到历史教学之中，黄慕洁、白月桥的《中学

历史教学》阐述了历史能力的结构，首次指出学习历史的特

殊能力包括十种能力，即：（1）时间方面的能力；（2）空

间或地点方面的能力；（3）编制运用各种图表的能力；（4

）运用历史文献及材料的能力：（5）评述历史现象及人物的

能力；（6）思维操作各种逻辑方法的能力；（7）确定阶段

性及因果关系的能力；（8）再造性的想象能力；（9）历史



思维能力；（10）编写各种提纲和纲要的能力。该书强调思

维能力在各种能力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指出培养能力的方法

在于：激发并保持学习历史的兴趣、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如启发式教学方法）以及传授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些观点对

我国的历史教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当时的历史教学

研究尚未注重学生个性心理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教

学经验的总结归纳，没有采用实验方法来论证理论或假说。

90年代前后，有关学科能力的研究日渐增多，尤其是历史思

维能力的研究成为历史教学研究的热点。问卷法、实验法也

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白月桥开创性地翻译了苏联学者的两

本专著《历史教学发展学生思维能力》（莱纳）、《历史学

科培养能力与技巧的方式与方法》（扎波罗热茨），为我国

开展历史思维能力的研究奠定基础。夏子贤主编的《中学历

史教学法》（1991）与宁裕先等主编的《历史教育方法论》

（1992）都专门论述了历史学习的心理过程。宁裕先特别讨

论了历史思维能力与学习能力的培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

著是郭景扬、林丙义编著的《历史教育心理研究》（1991）

，这本书是至今为止，唯一以历史教育心理为研究中心的专

著，它将历史教育心理的研究内容确定为以下六个方面：（1

）历史知识结构与历史教学过程；（2）历史教学中的认知发

展；（3）历史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培养；（4）历史教学中

技能的形成与迁移；（5）历史教学中学生个性的发展；（6

）历史教师心理品质特征。该书在其后半部分编选了大量教

学实例，来说明教学理论。然而，这些教学实例大多数是用

心理去注解教学中的某一教学过程，并不是在教学心理学理

论指导下的教学实验，因而，仍属于经验总结的范畴。1994



年初，金相成主编的《历史教育学》专门论述了学科能力的

结构与发展培养的方法，还依据布卢姆的教育目标理论研究

了历史教学的目标体系。 1996年起，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

断推出。从出版的著作来看，先是沈起炜主编的《中学教学

全书-历史卷》对历史教育心理学的许多重要概念、方法进行

了较全面的探讨。接着在97-98年，有四本与历史教学心理学

密切相关的力作出版。赵亚夫的《中学历史教育学》与白月

桥的《历史教学问题研究》都专门论述了历史思维能力，阐

述了历史思维能力发展与培养的原则、方法，赵亚夫先生阐

述了中学生学习历史的认知过程与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研究

了新的教学方法与模式，还论述了学生学习评价的多种方法

。赵先生的研究视野开阔，分析研究了国外各派教育心理学

的理论，在课程与学业评价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此外，

他还介绍了日韩两国历史教学研究的概况，并对中日韩三国

的历史教学进行比较研究。白月桥先生的这本新书是他长期

研究的成果，特别是书中的不少成果（如“历史思维能力培

养与训练”研究课题）是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的，其实

验范围之广，组织之严密在本学科教学研究中是十分少见的

。赵恒烈、冯习泽合著的《历史学科的创造教育》是近年来

，将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与历史教学实际结合的最好的一本

书，同时，还用了近一半的篇幅阐述了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方法。《历史思维能力研究》是赵恒烈先生长期研究的成果

，该书从哲学、历史理论、心理学与教育学等学科的角度阐

述了有关历史思维能力所涉及的众多理论问题，同时也举出

许多了教学实例。全书的最后专门论述了培养与发展历史思

维能力的教学模式，对历史概念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与历史



课堂讨论模式进行了全面分析。 从近三年主要刊物上发表的

论文来看，广大中学教师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进行了

较为广泛的研究与探索。我们将96-98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

料中心《中学历史教学》中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分类，从两

个方面来分析其研究状况（参见表1、3）。 从研究方法进行

的分析，前文已经涉及。这里就从研究内容进行分析。研究

内容可以确定四个项目：（1）学科能力的研究，（学科能力

研究还可以再分为：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元认知的培养及

学科能力的综合研究）；年度 学 科 能 力 非智力因素 % 教学

方法等 % 测试与评价 % 小计 思维 % 学习 % 元认知 % 综合 %

96 16 17 15 16 2 2.1 15 16 8 8.5 33 35.1 5 5.3 94 97 25 22.5 8 7.2 1 0.99

10 9 9 8.1 47 42.3 11 9.9 111 98 24 19.7 11 9 1 0.82 13 10.7 8 6.6 54

44.3 11 9 122合计 65 19.9 34 10.4 4 1.22 38 11.6 25 7.6 134 41 27 8.3

327 141 43.1 表3：96-98年历史教学心理学研究论文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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