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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本人以为：
备课时构建历史知识体系；教学设疑启智+精练精讲+练
习巩固；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激发学生学习历史
的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使学生
肯学、乐学、会学、善学。

一、以历史知识为载体，活学活用，勿死记硬背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历史知识的传授，学生掌握

历史知识的过程，就是历史思维能力的提高过程。学生掌握
历史知识的衡量标准，应是活学活用，而不是死记硬背。

教师怎么传授？备课时可以从三个方面处理教材：
1.构建历史知识体系，培养思维的严密性和系统性；2.揭
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培养思维的深刻性；3.注
意总结历史规律，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和变通性，举一反
三，达到会学的境界。

二、课堂教学注重设疑启智
不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何种方法，配备哪些教

学设施，最终都应设疑，正如古希腊科学家亚理斯多德所
说“思维自惊奇和疑问开始”。课堂教学，除了教师提问，
引导学生思考、答问，更要注意引导学生自己质疑。历史
问题的提出，不是随意，而是要有目的性，要根据学生的
思维水平，针对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来设计。问题的设计
应注意梯度，由易到难、由浅入深逐步推进。

三、精练精讲，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巩固和反馈
课堂教学设疑启智；练习、测验加以巩固；但练习、测验并

非越多越好，而要有目的、有针对地精练。根据教学内容和学
生的水平精挑题目，最好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分层次布置练
习。教师应认真批改学生作业，了解作业反馈的思维水平，结
合学生存在的失误加以讲解，注意分析失误的原因，教给避免
失误的方法，引导学生朝思维的正确性方向发展。

历史教学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浅析
邵东周官桥乡黄渡学校 赵根华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倡自主、探究、合作
的学习方式。作为探究学习的起点，质疑问难是学习的开
端，是学生形成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那么，要如何让学生
学会质疑问难？笔者以小学语文学科为例试论之。

首先要激发兴趣，培养思维的积极性。兴趣是调动
学生积极思维的内在动力。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思维
就有了动力，便能做到执着追求、大胆探索、积极思维。
如在语文教学时，教师在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教学方法
的设计上，应尽可能融入学生的兴趣点，从而使学生将思
维的触角伸向教材的重点和知识的深处。

其次要从实际背景中提出问题。这里的“问题”即可
以来自现实，也可以来自学科内部。如在语文教学中，理
解关键词句不但可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而且可以深刻
理解内容和中心。有些课文的关键句子在文中起着“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教师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去比
较，去思考，从中体会句子的深刻含义，从而发展思维。

再次，从课后思考题和课文插图中质疑问难。有的
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对文本的理解比较困难，这时教师可
考虑用插图引导学生理解文章内容，让学生在对插图的
阅读中再次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积极倡导学生主动参
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
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及交流与合作
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悬念激发，激发学生旺盛的探索精
神和强烈的求知欲，让他们在面对陌生现象时尽力找出
原因。如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激问：“为什么事情会如此
发生？”“你能推测、预见到下一个情节吗？”“这样说道理
是不是很充分？是不是有例外？”……这样一来，就可以
让学生深入思考，大胆提出疑问，并展开探究。

总之，只要我们放手让学生大胆地去想、去看、去说、
去画、去做、去怀疑，既教给学习方法，又教给获取知识的
途径，就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和意识。

如何让学生学会质疑问难
大祥区雨溪中心完小 江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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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落叶纷飞时。12月11日，50名市小记
者在家长的陪同下齐聚市区时代公园，亲近大自然，
动手制作“树叶画”。邵阳九九美术学校的老师也参
与其中，为小记者制作树叶画提供美术指导。捡拾缤
纷的落叶，呼吸新鲜的空气，小记者们在家长协助下
用奇思妙想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树叶画。

“好美啊！”小记者们走进时代公园，就地捡拾
各式各样的落叶和花瓣，在广场台阶上一字排开，
拿出剪刀、彩笔、胶水等工具，开始制作树叶画。

“一片樟树叶加一片枫叶就可以制作出一条彩
色的金鱼呢！”利用树叶的自然形状粘贴出小动物
的身体各部位，用剪刀裁剪出需要的形状来配合图
画，在白纸的空白部分和树叶上进行一些点缀和装
饰，小记者们专心致志地摆弄着手中这些金黄淡
绿、形状各异的落叶。家长们也积极地参与到活动
中，有的在旁耐心指导，有的和孩子们谈论创意，有
的禁不住拿起树叶，跃跃欲试。 一小时过去，大
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完成了一幅幅充满童
趣的树叶画，还不忘为作品取一个靓丽的名字。

“我的作品叫金鱼的一家。”树叶画完成后，小
记者们纷纷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是我们快乐
的一家。”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的彭博小记者在树
叶画上寄托对爸爸的思念。“快乐的鱼儿玩游戏，神
奇的狐狸晒太阳。”来自向阳小学的张鑫宇小记者
捧着两幅作品告诉老师，“这是我和妈妈心中的大
自然，很美。”金色的身体，蓝色的皇冠，彩屏似的尾
巴，资江小学的张婷小记者制作的“美丽的孔雀”吸
引了大家的注意。

“这些小朋友都很棒，一幅幅作品也很有创
意”。 邵阳九九美术学校校长粟红灯说，“树叶画
的原材料来自于自然，有利于培养孩子们感知自
然、观察生活、增强动手的能力，帮助孩子从小树立
环保意识，增进对大自然的热爱。”活动结束，小记
者们主动将身边的垃圾打扫干净。

▲小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小记者展示作品“鲸
鱼的海洋”

▲小记者作品“鱼儿与
扁舟”

▲母女齐上阵，其乐融融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铁梅

种植园里，学生们亲手种下的萝
卜、白菜、蒜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校
园气象站里，气象测量箱安静伫立，等
待着学生们一次次的观测与计量；科
技活动室里，科技创新作品包罗万象，
学生们天马行空的小幻想在这里成为
了现实……冬日暖阳下，北塔区高撑
学校里生机勃勃。

近年来，高撑学校在不断提升教
学质量的同时，将“科技兴教”纳入了学
校的办学理念，积极依托学校现有的
资源，设立科技制作室、科技展览室、防
震减灾科普展览室，建有业余无线电

台室、天象厅、植物园等科技活动场所，
并从有限的经费中挤出资金添置一系
列科技教具，扎实开展各类特色教育
活动，努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为促进科技教育的开展，学校专
门设立一名科技教育副校长，负责统
筹科技教育工作。目前，学校设有发
明创造、科幻绘画、天文小组、无线电
小组、电子小组、车模小组等科技活动
小组14个，每个科技活动小组都配备
了一名科技辅导员，并确定每周二、周
四下午为科技活动时间，各小组围绕
小组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小组活动。

在日常教育中，高撑学校精心设
计科技活动，严谨组织科技竞赛，力求

体现特色、体现创新，使科技竞赛活动
经常性、多样性、大众化，使学生得到更
多更具体的科技学习和体验，科技才
能得以充分展示，努力为学生营造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环境和氛围。

对科技教育的多年打磨，高撑学校
已形成以科技教育为核心，辐射气象科
技、农业科技、林业科技、防震减灾等诸
多板块的特色教育网络，发展为学校一
张靓丽的名片。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高撑学校在国家、省、市、区科技类获奖
项目累计达400余项，学校多次荣获省、
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优秀科普基
地”、“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青少年
科技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

多彩教育编织童年的梦

为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提升全校师生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法制意
识，落实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建设，12月8日，洛阳洞小学
开展了“交通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日主题演讲比赛。

通过本次演讲比赛，该校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增强
了，校园内营造出了共同关注交通安全，携手创建文明交
通的良好氛围。 （刘嵩 刘爱香）

交通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伴我行

为了弘扬科学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丰富校园
文化生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隆回县首届“体验、创新、成
长”主题科技活动节于12月15日在隆回县桃洪镇东方红
小学举行。

东方红小学校长肖艳君介绍了科技活动经验，提出怎
样创新和面临的困惑，最后呼吁全校师生：打造科技校园，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科技创新竞赛获奖学生刘旭蔓
介绍了自己的科技成果。

博思达科技教育团队的科技秀面对学生做了科技实
验，更加唤起学生对科技的向往。

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学生们的科学意识，激
发了广大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郭小红）

科技筑梦科技筑梦 创新成长创新成长

12月14日至16日，双清区五里牌小学第二届读书节
系列活动——“我爱记诗词”现场擂台大赛成功举行。

在热烈的掌声中，各班代表队精神抖擞走上赛场。比
赛由现场工作人员计算班级总分和选手单人总计得分，最
后根据得分评选出了团体以及个人的各个奖次。比赛分
必答题、抢答题、观众抽题三轮。

比赛开始，各代表队积极迎战，吟诵经典，你一句“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
抹总相宜。”各参赛选手在本次比赛中精诚合作，诗韵留香。

学校负责人表示：“诗词擂台赛”的开展，激发了学生
诵读古诗词的兴趣，提高了小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了学
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石蓉芳 张丽）

““我爱记诗词我爱记诗词”” 擂台来比拼擂台来比拼

1２月18日，43名市小记者化身“小小科学家”，
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图为小记者代表上台演示“瓶
子吹气球”化学实验。 王小飞 罗新 摄影报道

为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培养学生良好
的兴趣爱好,资江学校
从本学期开始，每周开
展两次丰富多彩的校
园少年宫兴趣班活
动，学生踊跃参加，学
习劲头十足。杨 婵
彭登 李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