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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实施素质

教育，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是中学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但

是目前中学历史教学是以统编教材为蓝本的,教学的根本任

务就是完成统编教材所确定的教学内容。世界史和中国史

内容极其广泛,重要知识点很多,而地方史往往是“九牛一

毛”、“沧海一粟”,甚至不着痕迹。再加上课时的原因、减负的

因素、考试的需要等,地方史的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被

忽略。本文就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如

何在教学中有效地进行地方史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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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育要真正做到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使学生

成为有情操、会思考的人，就必须有效地改变以往历史教学

中重记忆轻理解，重灌输轻思维，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

形成并倡导利用地方史资源，拉近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充分

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

生人文精神，是中学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但是目前中学历

史教学是以统编教材为蓝本的,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完成统

编教材所确定的教学内容。世界史和中国史内容极其广泛,

重要知识点很多,而地方史往往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
甚至不着痕迹。再加上课时的原因、减负的因素、考试的需

要等,地方史的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往往被忽略。

1 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育的理论依据

1.1 从新课程改革需要来看，有必要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

史教育

《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提出：“多方面开发和利用校外

历史课程资源。一是利用历史遗迹、遗址、博物馆、纪念馆、
展览馆、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组织学生参观，增强

学生直观的历史感受。二是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
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

有裨益。还应随时随地发现和利用本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

如历史见证人、历史专家学者、阅历丰富的长者等，他们能

够从不同层面和多种角度为学生提供历史素材和历史见

解。家庭也是历史学习的一种资源，家庭所收藏的照片、图
片、实物、家谱或族谱，以及长辈对往事的回忆和记录，都会

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充分开发利用乡土

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是

中学历史教育的重要目标。作为历史教师，根据历史课堂教

学的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介绍一点与课本内容

有关的地方史料，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

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人文精神，达到在课堂教学中进行

思想教育的目的，同时又较容易地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史的

积极情感和兴趣迁移到对与之有关的课本知识的学习和理

解上；满足其探索求知欲，激发和保持学习兴趣，形成自学

能力的探究精神。
1.2 从德育的实效性来看，有必要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

教育

在乡土素材当中，有许多本地的历史人物，通过讲述这

些历史人物，学生能从这些人物身上学到很多崇高的品质，

懂得做人的道理，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提高他们的思想品德素质。
这样学生就了解了本地悠久的历史，自然而然地了解

家乡，从而达到热爱家乡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凡是接触

到教科书的有关知识，适当讲解一些本地的民间传说、文物

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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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风俗习惯等，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兴趣，另一方面

又使他们认识了家乡，产生热爱家乡的感情，从而达到认识

国情、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目的。
1.3 从现代教学论看，有必要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育

现代教学论突出思维教学，它着眼于学生的思维过程；

主张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理解的教与学，而对知识的理解不

仅是熟知各个知识点，真正的理解是对知识产生过程的了

解。知识是前人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论证才得到的，教

学有必要将这一过程告知学生，而不是教给他们孤立的知

识点。正如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主张的：“我们教一门科

目，并不是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

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
学习不是把学生当做被动的接收器，把现成的知识认识成

果放在学生面前，而是把学生当做主动参加知识获得过程

的人，关注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如何得出历

史结论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论本身。它要求引导学生在收

集、整理、比较、筛选、分析、归纳、运用史料的过程中，不仅

掌握基本的史实、概念，同时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方
法和过程。这种学习方式正符合现代教学论。
1.4 从初中生的特点看，有必要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

育

初中生年龄一般在 13—16 岁左右，现代社会的物质条

件和文化条件促成了他们智力的早熟，初中生的智力发展

突出表现在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的发展，他们对具有故事

情节及具体形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感兴趣，最容易掌

握那些用直观形象作支柱特征的概念，但要对此作全面的

分析还有一定的困难。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是认知的过

程，也是满足学习者心理需求的过程。根据初中生的身心特

点，发展用直观形象作支柱特征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创设

问题情景，满足其探索求知欲；激发和保持学习兴趣，形成

自学能力的探究精神，应当成为初中阶段学习的主要任务。

2 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教育的主要方法
2.1 讲授插入法

在教学中，根据课文内容，在讲授时，进行有机的插入，

作为教学内容的补充。这样既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又有利

于培养学生爱乡、爱国的思想感情。
比如在上《我们的远古祖先》时讲元谋人、蓝田人、北京

人、山顶洞人时，可以把贵州的几乎同时代的桐梓人、水城

人、穿洞人、大洞人、兴义人、安龙观音洞人和黔东南天柱清

水江遗址群插入教学中，介绍天柱清水江遗址群入选 2010

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使学生知道在远古时代，贵州

与黔东南也是有人类在繁衍生活，让学生知道我们贵州和

黔东南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讲秦朝推行郡县制时，黔东南州

地区建的县就有镇远，使学生了解贵州在秦汉时期并不比

中原地区落后；上《戊戌变法》讲“公车上书”时，插入黔东南

当时参加的就有天柱苗族举人吴见举、吴鹤书，侗族举人杨

树琪、陈明清，锦屏江兴渭（苗族）、镇远杨国栋、黄平乐嘉

藻，号称“公车上书”七举子，他们是黔东南少数民族知识分

子加入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开始，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上《辛亥革命》时，插入黔东南的王天培、李
世荣、龙昭灵、吴传声、胡世芳，让学生知道，在推翻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中，黔东南州人照样耐不住寂寞，冲锋在前，

功不可没；讲“郑成功抗清”时，插入何腾蛟抗清的有关故

事，让学生知道我们黎平县也有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的大丈夫；上《火烧圆明园和

太平军抗击洋枪队》时，插入张秀眉和姜应芳领导的咸同农

民大起义，使学生知道黔东南咸同农民大起义有力地声援

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在上《元

朝民族关系的发展》的“元朝大统一”,讲文天祥抗元时,插入

播州(今遵义)冉进、冉璞兄弟给当时的四川制置使余玠在合

州（今重庆合川区）修建钓鱼城，阻止元军攻宋，蒙古大汗蒙

哥都战死在钓鱼城，使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

汗灵柩北还，导致忽必烈、兀良合台两军回师。同时还使蒙

哥汗弟弟旭烈兀发动的第三次西征及时停止（1252 年，蒙哥

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

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后，准备向埃及进军）。
钓鱼城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上帝折鞭处”。让学生知道，冉氏

兄弟不仅使宋祚得以延续 20 年之久，同时由于蒙古大汗蒙

哥的战死，它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

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钓鱼城之战的影响已远远

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假设没

有冉氏兄弟，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状况。
2.2 专题讲座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实际和课文内容，自己针

对某个问题，整理材料，开专题讲座课，这种专题式的集中

授课方式，教育教学效果肯定要好于平时零星插入式的教

学方式。
比如上《红军长征》前，先用一节课的时间，专门讲“黎

平会议”，使学生明了黎平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基本情况、
会议内容、会议决定。使学生知道黎平会议初步批判了“左”
倾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进军贵州

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确立毛泽东在全党

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又如在上《全国大动乱》前，先用一节晚自习课的时间

讲学校《校史》中“文革”期间的部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成立红卫兵，红小兵，战

斗队等组织。随着开展‘斗、批、改’运动，部分教师被批斗，

特别是出生地主、富农家庭的教师经常被揪斗，无妄之灾突

如其来，班主任、老师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臭老九’，随时被挂牌上街游斗。个别老师经不住批斗而放

弃教学回家，黄贤璧老师被造反派吊打，耳朵被他们用鞋底

拍打至聋，终生重听。肖冠英老师背着孩子，戴上‘高帽子’
被造反派带到指定的岑同、腊亮、唐就等自然村寨去接受批

斗，所谓‘肃清流毒’。他们随心所欲，想斗就斗，随意进行，

批斗地点也由他们随时更换，肖老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经不住折磨而含冤去世。学校如战场，一时动荡不安，谁凶

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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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王，老师欲管不能”。用当时学校发生的具体事例，让学

生知道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及其具体体现和造成的严重

危害，为后面上《全国大动乱》时学生极易了解“造反派夺

权、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国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冤假

错案”等。也让学生知道，历史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历史离我

们并不遥远。
2.3 资料收集法

课后，教师针对教学内容，布置学生收集相关乡土史的

资料，既可以培养学生查阅资料，收集信息的能力，又有利

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可谓一举两得。
如在学习《教育、文艺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后，教师把学

生以村为小组，利用双休日，到自己的村校（原来的母校），

了解当地教育发展的历史与当前实况，写成较为翔实的资

料作为社会实践作业，使学生了解当地教育的发展史，让学

生深受教育，懂得珍惜今天良好的学习机会。过后教师可以

介绍我们黔东南教育的发展史实，介绍黔东南人周瑛（今黄

平县人，1445 年中甲戌科进士，成为黔东南境内的第一位进

士）、孙应鳌（今凯里市人，当时政界名显人物和理学家，被

誉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王开媛（黎平人，女，立志为

妇女打开入学之门，1910 年捐私银创办黎平第一所女子荷

花塘小学，为妇女学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等。
又如在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前，先布置

学生，双休日在家通过调查、询问等方式，以“我们的生活变

了样”为主题，从社会生活、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电力发展、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与赡养等方面或某一具体

现象的改变或亲身经历，做一次社会实践与调查作业。通过

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让学生知道改

革开放国策的无比英明与正确。
2.4 动态介绍法

即对家乡考古研究，名胜古迹的修建，重大节日、乡土

史学研究活动等情况作适当的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

激发学生对乡土文化的探究兴趣，对学生进行爱乡爱国的

教育。
如当地过苗族鼓藏节（苗语叫 nongx hek nes）时，可以

介绍 7 年一次鼓藏节（锦屏固本、黎平平寨等地区为 7 年两

头过，雷山地区为 13 年两头过）的历史渊源，及其所要表达

的基本理念：充分体现了苗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农耕生

活文化和对祖宗天地崇拜的思想。
过苗年(苗语叫 nongx niangx)时，介绍苗年即过年之意，

传说过年这一天（锦屏固本、黎平平寨、大稼等地区为农历十

一月三十前后过，雷山地区为农历十月上旬卯日，当然有些

苗族地区逐年汉化，改为过春节了）是五千多年前苗族始祖

蚩尤与炎黄大战罹难之日，过苗年是为了悼念蚩尤的英灵。
2.5 参观访问法

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不运用社会的力量，

便是无能的教育。”贵州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纪念馆、博物

馆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素材，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利

用活动课或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考察，是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
如上《红军长征》前，组织学生参观黎平会议会址，高屯

红军桥等，加深学生对红军在黎平和黎平会议的内容及其

意义的理解。在上《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中的“史海拾

贝———近代‘文明婚礼’的传入”后，组织我校六合片的同学

去参观纪德寨脚的“青山界四十八苗寨婚俗改革碑”。这块

碑相当于一部“民间性婚姻法”，让学生了解这场婚俗改革，

使我们青山界 48 苗寨的妇女们在自己的婚姻选择方面有

了较大的自由，“十八姑娘三岁郎”和“十三四岁姑娘嫁老

郎”的陋习得到遏制。姑娘家必须返还给舅家一个女儿的传

统习惯，受到否定，其影响力在当时是非常深远的。
2.6 在各种考试中加入地方史内容

为了让学生能够记住地方史的有关知识，在历年的各

种考试中，我们也增加了相关地方史的相关内容。
如 2012 年毕业考试卷中就有两个插入地方史的试题：

第 5 题. 何腾蛟是我们黎平县的抗清英雄，下列人物

中，属于抗清英雄的有（ ）

A. 岳飞 B.文天祥 C. 戚继光 D. 郑成功

第 7 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成立于那一年（ ）

A.1949 B. 1952 C. 1954 D. 1956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地方史是学生思想教育的需

要，更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需求与呼唤，只要我们历史教师

根据教材内容，认真地挖掘地方史的积极素材，进行认真的

整合，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渗透到教学中，一定能够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政治思想觉

悟，更好地实现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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