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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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创新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才能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作为教师,在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创造个性化民主化的氛围等想方设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问题”意识是创新

思维的前提, 个性化民主化的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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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江泽民同志明确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

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在新

课程改革全面展开的今天,创新已成为教育的使命。特别是在历史教学中,由于历

史知识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是我们不断研究的课题。  

    一、“问题”意识是创新思维的前提  

    历史教学中，发展学生创新思维就是要激发学生“问题”意识。教学中，一

些教师先设疑，然后师生解疑，往往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原因就在于教师

提出的问题过于简单或者不是学生关注的问题,一般不能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

要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我们就要把质疑的权力还给学生，“要相信孩子”，这

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重要主张，我们的学生是聪明的，质疑的氛围一旦形成，

思路一旦打开，他们就会像鱼儿在寻找食物一样去追求知识，他们不只是满足于

课堂上去质疑，去解疑，还会根据自己的疑问，把问题带到课外去解决。  

    历史教学中，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提问，

二是学生的发问。首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师

的提问，要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同时理清各部分

知识的内在联系，精心设计，环环相扣，从而引起学生去思考、联想、探究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发现历史的本质，进而明白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把握历史发

展的客观规律，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标。  

    其次，鼓励，诱导，启发学生发问也是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手段。 

  回答问题固然是一种能力，善于提出问题更是一种能力，孔子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人才能激励学生创新的冲动，如在讲“三顾茅

庐”这一历史事件时，启迪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质疑发问，谈自己的看法，大部分同学都能从

刘备求贤爱才的角度去认识思考，这属于一般的常规思维，但有同学提出了疑问：“诸葛亮

是不是太清高了？”老师及时鼓励这种大胆，独特的想法，并诱导说：这种看法有道理，假

如没有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岂不卧隆中一辈子吗?同学们切莫一味效仿古人，因为时代

不同了，当今社会，我们面临许多成才和发展的机遇，理应抓住机遇，推销自己，施展才能，

千万不能坐失良机，误了前程，这样一段发问与对话，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与创新的兴趣。  
    二、个性化民主化的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不是老师直接培养或给予的，而是在适宜的教育教学环境下自主发展的

结果。为此，转变旧的教育思想观念，树立民主的、科学的教育思想，给学生营造一种个性

化的，民主的学习氛围是创新思维的保障。  
    首先，学习历史课，对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具体来说，在历史教

材中，大量古今中外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他们所进行

的奋斗对学生创新品质的形成无不具有启发教育作用，他们的崇高声望，往往会转化为学生

巨大的创新动力。学生在阅读这些伟人的传记材料时，会具体了解到伟人们的创新思路与创

新方法的细节，这对他们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会是有益的启迪，历史教材中可挖掘的创新素材

很多，其丰富性是其他学科所不能相比的。  
  其次，要营造平等的师生关系。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听话的孩子是好学生，教师应

该管住学生，管不住学生的教师不是好老师。师生之间不能在民主、平等的水平上交流意见，

甚至于不能在平等的水平上探讨科学知识，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下，不要说学生的创新思维不

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甚至连正常的人格也难以得到健康发展，学生心灵受到压制，思维不

能拓展。因此要构建一个民主、宽松、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表

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积极保护学生的奇

思异想。这才有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发展、萌发与创新。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只有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才能教好历史,
学生才能学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