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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建构情知

对称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历史价值观。情

知对称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课题，

需要运用系统、结构、功能等多种观点进行研究，它也可

以成为教师设计课题、选择教材等的框架结构。情知对称

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充分调动高中生的学习情绪，同时

促进历史知识吸收的一种教学模式。

关键词：高中历史 情知对称 教学模式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情知对称教学模式是指课堂上

运用系统、结构、功能等观点进行课题研究，这一过程充

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而历史情知教学，则是指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需要创设跟高中历史相适应的历

史场景和历史氛围。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教师在历

史课堂上可以建构这样的情知对称的教学模式：比如，在

课堂上结合历史资料跟学生一起探究历史的真实性；开

展辩论跟学生一起做出相应的主观评判等，从而切实培

养学生的历史价值观。

一、结合史料，探求历史真实

当下，诸多良莠不齐的历史剧泛滥成灾，使得学生对

一些历史史实存在错误认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

合史料，开展主题探究，探求历史事实，建构情知对称教

学模式。在教学中，学生可以历经“思维———知识———智

慧”的过程，还可以历经“情绪———意志———性格”的过

程，教师在充分激发高中生学习主动性的同时，也可以

促进他们对历史知识的吸收。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二单元《古代希腊罗马

的政治制度》第六课“罗马法的起源和发展”一课内容的

教学设计中，我在课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查找了《人

权宣言》《十二铜表法》《查士丁尼法典》以及拿破仑时期的

《法国民法典》等相关历史资料，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

罗马法的主要内容以及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在维系罗马

帝国统治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中

的重要作用。在课堂上，我让学生自行分组，根据这些历

史资料进行讨论，这些资料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精神基础是

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两者法律发展的差异是什么？

学生在讨论中结合历史资料明白了这样的道理：罗马不

是一天建成的，罗马法的发展就像罗马这个国家一样，在

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而产生，也

随着罗马奴隶制国家的灭亡而结束。

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讨论，学生加深了对罗马法等法

律方面的认识，积累了资产阶级法律的相关知识，也更加

清晰地了解了古代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

二、展开辩论，做出主观评判

教师建构情知对称教学模式还可以展开辩论，在辩论

中培养学生的历史价值观。学生在做出主观评价的过程

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展开历史辩论感觉到情感就像知识

基础，它也需要学习和进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展开历

史辩论了解到正如没有知识基础一样，没有情绪基础新

的历史学习和主观评价也无法展开。因此，对于学生情知

对称的发展，教师可以一先一后、相互促进地进行引导。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

球化趋势》第二十四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这一课内容

的教学设计中，在学生掌握了大致内容之后，我给他们创

设了关于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

利的辩论课题，让学生自行分为正方和反方两组，然后在

课下搜资料，并推选出正反方的一辩、二辩、三辩和四辩。

课堂上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来阐述并证明自己的观

点，反方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打开经济

市场的“敲门砖”，他们认为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新殖民主

义的新型式，而正方的观点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

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

缩短了世界各国的距离，中国不能闭门造车，应该把握好

建构情知对称教学模式，培养历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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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机遇。

在辩论赛结束的时候，我给学生做出了总结：我们应

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经

济全球化的趋势。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

大潮中，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

的贡献。

三、联系时事，分辨真假善恶

教师在建构情知对称教学模式时可以联系时事，通

过让学生分辨真假善恶来培养他们的历史价值观。学生

在分辨真假善恶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时事政治感

受情与知两者是互为条件且和谐共进的，另一方面也可

以通过时事政治感受情知在其中的相得益彰，从而更加

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的客观规律。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

时要充分挖掘信息，利用好历史课本中具有思考性和情

绪性的问题，指点学生，并让他们在相关的历史活动中

展示出来。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

球化趋势》第二十四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一课内容的

教学设计中，我先给学生介绍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末，

东西方关系较为缓和的时代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应运

而生的前提。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经济全球化

趋势下世界经济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在讲课时给学生

嫁接了时事政治，比如，习近平主席在广州《财富》全球论

坛的贺信中谈道：开放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贯彻走出去的发

展战略。习近平主席还提到“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激发全

社会创造力”，像腾讯、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在经济全球

化的大背景下已经走出国门。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正在惠及世界，PM 集团首席执行

官拉尔夫·索尔格也认为中国将会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

入新鲜活力。

通过教师的详细讲解，学生了解到世界经济全球化

是当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结果。教师要引导学生敢于面对世界，树立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与竞争的信念，加深他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

使命感。

四、组织实践，促进自身成长

建构情知对称教学模式还可以组织相关的实践活

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促进自身成长，从而培养他们的历

史价值观。学生在促进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从

实践活动中把握情与知对称教学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实践活动中加深师生关系，融洽同学关系。教

师可以在情知对称教学设计时给学生提供合适的学习

环境，以愉快为基调组织实践活动。

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思想的演变》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这

一课内容结束以后，我给学生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主流思想演变，你问我知道”的大型游戏实践活动。为了

让学生走进传统文化，并且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请学

生先搜集相关资料，然后设计了闯关节目，先是初赛选

拔，然后进复赛，最后是决赛，决赛分为半决赛和总决赛，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题库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有来自

历史课本的知识，也有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指的

是（ ）？这样的题目。此外，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

动，我还给他们准备了丰厚的奖品，奖品为一等奖、二等

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所有参与活动的人都有优秀奖），这

样的举措大大激励了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在实践活动完成之后，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课

本中关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章节的理解，

也明白了“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和宋明理学等，从而感受到了更

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五、结语

情知对称的教学模式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较为重

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对于教师来

说，应该做到在教学过程中，以传授知识和培养高中生兴

趣为目的，做到情知对称教学，让学生能够更加持续和自

主地接受和学习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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