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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概念的有效教学方法解读 

谢圣耕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摘要：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历史、感悟历史，让历史教学为学生的人生发展服务，教师需要对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中抽
象概念进行更好的阐述。本文将对历史教学中概念教学的有效方法进行分析，以期帮助学生更加清晰的理解历史中的概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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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今很多学生对于历史的认知是“枯燥乏味”、“死记硬背”、“抽象”。

高中历史教育，其中很大部分就是概念性问题，如果单纯从客观角度上分

析，学生的看法似乎并不过分。但是作为教育者，如何将枯燥乏味、抽象

的知识概念更加清晰的阐述给学生，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就需要不断地探

索教学方法。 

一、创建“历史核心观” 

“历史核心观”意味着老师在开展概念性的教学时，可以通过创建核

心的历史概念的方法，以此来提升概念性教学的效率。比如在部编版高中

历史中对于“民主”的概念的讲述，首先需要学生对其“内涵”（民主主体

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扩大，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民主内容也在

政府工作中不断得到完善，民主空间也得到了不断的延伸和扩张。[1]）的理

解，而其“内涵”作为民主教学的核心观念进行拓展，进行学习中西方民

主的关系以及古代民主对于现代民主关系的影响。同时，可以凭借以“内

涵”为核心进行“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延伸，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有效的将“古代西方政治制度”和“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发

展”等内容串联起来，使学生更加系统的学习历史概念。 

二、运用“对比分析教学” 

为什么说概念枯燥乏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特色，没有起伏。就

像看一页沾有黑色墨水的白纸，黑白产生鲜明对比，让观看的人记住了白

纸中的黑点，高中历史的概念教学同样应该如此。在讲解某一个历史概念

的时候，通过两个甚至更多的对象、事实与所讲授的内容作对比，通过不

同环境、历史特点突出教学内容的“差异性”，从而能够让学生更加有效的

记忆历史概念。同时采用对比分析，能够通过历史概念在时间纵向上寻找

概念的相关规律，通过横向比较发现概念的特点。比如在人民版高中历史

有讲“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的模块，作为教师可以先将结论告诉学生：美

国确立民主政体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果。[2]让学生自主建立“资产阶

级革命”的历史概念框架，自主分析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原因，而通过

对民主与资产阶级革命内涵的对比，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发现二者差异和关

联，形成相关的历史概念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增强学生对于单一概念的理

解。 

三、注重“语义”的说明 

想要让学生记住历史概念，第一点就是老师在讲述的时候“语义”要

清晰，对于一个历史概念，我们一般用三种术语来表示：“古代含义”（经

过社会的发展，词汇的含义有许多发生了改变，古代含义指的是在历史事

件时期术语的含义）、“外来词”（外来词指的是文化的冲击引入一些国内原

本没有的词汇，像音译词洋火等）、“缩写”（因为一些名称很长，我们一般

会对词汇进行缩写简称，比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是“苏

联”）。教师在讲解历史概念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学生是否对词汇语义本身

是否理解，否则很有可能老师在津津乐道，学生却不知所云。也正因为如

此，从“语义”的角度对历史概念进行分析，老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需要结

合学生的学习能力来进行，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 

四、经常总结重点历史概念 

高中历史这门课程的特点就是时间线特别的长，贯穿时间线的事件也

特别的多，各种年份月份参杂在一起很容易记乱。而对于高中历史概念的

教学，对老师的要求是不止能够帮助学生理解记忆相关概念，还要对学生

的历史概念进行总结。总结的好处在于能够帮助学生将事件串联起来，培

养学生的关键词意识。当老师对人民版历史教材中的法国、美国、英国以

及德国的相关事件总结完毕之后，学生就能够提炼出“资产阶级”这一关

键词，形成“资产阶级”的历史概念。经常进行总结，像殖民统治、封建

制度能够促进学生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革命”等相关历

史概念。[3] 

五、发挥试题的作用 

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历史概念固然重要，但学生对于自身概念掌握情况

的把握亦不可缺。通过概念性试卷进行复习，能够很好的查漏补缺，解决

学生在历史概念方面的漏洞。比如在人民版高中历史“近现代中国的先进

思想与理论成果”专题学习结束之后，学生需要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

三民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概念熟练掌握，为了测试学生的掌握情况，

也为了让学生自己发现不足，老师可以在总结之后分发试题让学生测试，

当然,区别于正常测试，做完之后试卷由小组互批，最后再由老师给出标准

答案，对有异议的问题进行讲解，通过互评发挥学生之间的互动。对于历

史概念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小组之间将想法交流互通，加强对

历史概念理解的同时，对于一些模糊、错误的历史概念能够做到纠正。 

结语 

总而言之，无论从教学效果还是从育人角度，历史概念教学的方法创

新是必要的，创建学生的“历史核心观”、运用对比分析的教学手法、注重

对讲述时“语义”的解释、时常总结相关重点、适时考验并由小组进行试

题互评，对于历史概念教学都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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