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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论“模块化课程”设计探微

袁 从 秀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随着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尝试构建历史教学论“模块化”的课程

体系是高师历史专业的当务之急。通过阐述“模块化课程”的设计背景、设计理念和内容,根据高师历史学专

业的培养目标,构建历史教学理论、历史教学技能和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三个模块,形成灵活多样、具有开放性

和独立性的历史教学论的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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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教学论课程是高等院校历史学(师范类)

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以历史学科的特定要

求和内容为依据,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等基本理论,

研究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规律、教学原理和方法,

为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提供必要的学科教学

理论知识和有效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途径。因此,

历史教学论课程是高等师范院校历史学专业的一

门具有“师范性”和“教育性”的特色课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发

展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行,历史教学论课程要

“在考虑课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增加小型

化、专题化、即时性的课程内容,保证信息的强浓度

和时效性”[1]75,建立模块化的课程内容不失为一

种好的尝试。
“模块”(Module)是外来词,一是指标准尺寸

的部件;二是指计算机或计算机程序的模件、组件、

模块。所谓模块化指的是“一个专业内单一的教学

活动组成不同主题式的教学单位”[2]51。通过将课

程的知识分解成一个个知识点,再将知识点按其内

在逻辑组合成相对独立的单元,根据一定的标准,

再将其单元组合成课程模块。模块化思想最初出

现在信息技术领域,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

  一、设计“模块化课程”的背景

(一)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高等师范

教育不断改革和创新,师范教育体系逐渐走向开放

和多元。在大力推进教师教育改革过程中,建立适

应现代教育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是高

师院校普遍关注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全国各高等

师范院校在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都进行了改

革,制定了新的课程体系,如:加大教师教育课程在

师范生课程中的比例;增设学科课堂教学技能、说
课技能、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教学技能课程,以提高

师范生的教学能力;丰富实践类课程,除传统的教

育实习外,组织学生到中学课堂听课,邀请优秀的

中学教师给学生作报告等等。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

2001年我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次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仅是教材内容的

变化和调整,而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教育观念和人才

培养模式的革新,主要表现在:教育目标从过去的

“两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到“三维(知识与能

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方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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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授”到“师生互动”,教育评价由“甄别选拔”
到“促进发展”,课程结构由“单一封闭”到“综合开

放”。就历史学科而言,义务教育阶段构建了主题

式的课程体系,普通高中阶段以模块加专题的形

式,构建了重基础、有层次的课程结构。这些变化,
适应了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也说明了教育观念已经从“学会知识”向“学
会学习”转变。

2004年9月,高中课程改革率先在广东、山
东、海南和宁夏四省区开始实验,到2009年全国绝

大部分省市已进入高中课程改革。师范毕业生如

何应对新课程改革? 新课程新的教育观、学生观、
教学观、评价观、教师观,对师范生的就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变化,对高等师范

院校历史学科教学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

适应中学历史教育教学改革发展要求的历史学科

教学论课程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三)历史教学论课程内容亟待更新

长期以来,我国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是教育

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论这“老三门”,其分工是教

育学、心理学讲理论,学科教学论讲方法,其结果是

“教师的视野被狭隘地限定于科目内容及传授方式

上,因而既不能透彻地了解这些科目内容背后的目

的,也不能了解其教学活动在学生身上产生的实际

效果”[3]464

目前高师院校的历史教学论教材普遍不受学

生欢迎,教学效果以及对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

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其最重要的原因

是课程内容陈旧。纵观国内近10年来历史教学论

教材和部分高师院校历史教学论的讲述内容,主要

包括:中学历史教学的目标、中学历史教学任务、中
学历史教学原则、中学历史教学方法、中学历史教

材结构、课堂教学设计、教学模式、教学基本技能、
学业评价与考试、教师专业化发展等方面。虽较广

泛,且加入了新课程的一些内容,但给人的印象仍

是“抽象理论+工作手册”,课程内容的操作性不

强,实效性差,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历史主题活动课、互动教学和高中研

究性学习等相关内容难以寻觅,进而形成“基础教

育新课程热火朝天,师范院校却冷冷清清”的强烈

反差局面。历史教学论课程只顾及自己的理论体

系,追求理论体系完整性,而忽视学生学习的体验

和感受,这样的内容与历史课程改革和历史教师专

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因此,一些师范毕业生也提

出质问:为什么历史教学论课程学习的内容与实际

的中学课堂相距甚远?
近几年,历史教学论课程研究,可谓硕果累累,

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历史教育学、历史教学论、历史

教育测量与评价等著作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历

史学科教学论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模块化的

课程结构。

  二、“模块化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

以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为指导,使历史

学专业师范生“懂”教、“愿”教、“乐”教、“能”教,这
是历史教学论模块化课程设计的基本理念。

(一)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未来的教学生活

传统的历史教学论课程体系,强调知识自身的

逻辑性与系统性,重理论,轻实践,课程内容远离学

生生活,远离中学历史教学实际,学生无法体会学

习历史教学论课程的价值,便难以产生强烈的学习

动机。而“模块化课程”的设计,体现以学生为本,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不仅考虑学生在实习和就业

中的指导价值,还充分考虑该课程对学生未来教学

生活的影响,精选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识,为学生未

来的教学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实践、研究三结合,优化课程体系

课程教材与时代发展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随着教育发展的全球化、国际化和世界教育改革的

迅猛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
方法,历史教学论课程教材必须吸纳这些新的知

识,优化课程体系,促成课程在逻辑和结构上的重

组、整合和优化。变传统的理论讲授为理论、实践

和研究三结合,跟踪中外教育发展动态,精选课程

内容,吸收最新历史教育研究成果,紧贴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实际,使历史教学论课程内容既有历

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学生通过课程的学

习,不是成为“教书匠”,而要成为具有先进教育思

想和教育理念的教育研究者。
(三)提高历史教学论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俗地讲,历史教学论课程就是如何将师范生

培养成一名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的一门重要课程,
但长期以来,历史教学论课程的教学仍是传统的教

师课堂讲授为主,通过有限的课时学习后,学生不

知所云,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没有多大提高,课程

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差。实施“模块化课程”可
以培养学生运用教育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

的能力,可以缩短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因为在

模块课程教学中,形式灵活多样。如在“历史教学



技能模块”学习中,教师就可专门围绕课堂教学中

一些问题引导学生分析,比如“历史课堂教学中如

何有效地提问?”关于提问,有理论讲述,再通过几

个案例,列举其他教师在课堂中的提问,然后通过

师生分析,哪些问题好,哪些问题不好,这样,能使

学生将抽象的教育理论与现实的教育问题结合起

来,启迪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三、“模块化课程”的内容设计

根据高师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历史教学

论课程的目标和任务,历史教学论课程可分为:历
史教学理论模块、历史教学技能模块和历史教育教

学研究模块,共三部分。每一模块为基本组成单

位,相对完整而独立,有各自明确的目标和内容。
同时各模块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历史教学论课

程。这就打破了原有的课程体系和学科内容的编

排方式,形成新的课程集合,即新的课程体系。它

是对原有课程体系的继承、改造和发展。
(一)历史教学理论模块

历史教学论是一门高度实践性学科,但也不能

将其上成实例化的课程,因为“撇开理论,纯粹的实

例化,那么它在学生将来的教育实际工作中运用的

价值就很小,学生将来在教育实际工作中从事创造

性劳动的能力也不可能因此得益”[4]17。所以,历
史教学论仍需设计教学理论模块,这一模块主要内

容有:历史课程发展史和历史教学基本理论。历史

课程发展史,重点介绍我国历史课程的演进和历史

教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教学基本理论部分不能重

复一般教学论的内容,应重点体现历史学专业教学

特色。它包括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主要讲授中学

历史教育目标、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中学历史教

学的特点、中学历史教学模式、中学历史学习方法

和中学历史教学评价理论等内容。
(二)历史教学技能模块

历史教学论课程要突出技能性、实践性和可操

作性,因为教师的职业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职业,
在日常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如

果只是一些空泛的理论,无法提高学生的教学能

力。但一直以来,我国盛行的是“理论学习+教育

实习”的教学模式,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教学

知识,能在教学实践中运用,从而转化为教育教学

能力。“然而事实上,师范生往往发现,虽然他们可

以在考试中回忆起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但当他们在

教学中遇到问题时,很难通过求助于本课程的教学

理论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5]25为了有效地提

高师范生教学能力,设置教学技能模块是必要的。
该模块内容包括中学历史教材分析、中学历史主要

教学方法的运用、教学设计及实施、教学技能训练

和教学观察见习及评价,使师范生能基本熟悉中学

历史教材,了解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方法,掌握教

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会编写历史教学课程

计划、单元计划及课时教案。通过教学观摩见习,
了解并熟悉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学会组

织教学和引导学生学习。
(三)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模块

新课程要求教师成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中
学历史教师应该具备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这是现

代教师职业素质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矛盾

不断涌现,涉及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材编写、教
育技术、教学模式等教育的各个方面。处于第一线

的教师既应该是教育者,又应该是研究者。掌握一

些科学的教育、教学理论,具备一些基本的教育、教
学科研能力,就能在面对诸多教育问题,特别是和

教学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时,能有的放矢地指导自

己的行为。与此同时,还能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
验证相关教育理论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有效

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而通过提炼、总结行之有

效的解决方法,由个性而共性,由具体到抽象地发

展、完善教育理论,从而形成自己在中学历史教学、
教研方面的特色。”[6]389历史学专业师范生是未来

的中学历史教师,所以在大学学习过程中,要培养

他们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
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模块可设计以下内容:

1.中外历史教学改革研究

本部分主要介绍国外历史教育教学改革、我国

目前历史教育教学情况和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现状及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了解中

外历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状况,总结历史教学的经

验与教训,使学生理解我国历史课程改革,以期培

养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

2.历史课程标准的解读

随着基础课程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历史教学论

课程应将对高、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解读作为教学

的重点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历史课程改革的背

景、目的、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等等。以帮助师范

生能进一步理解课程标准,认同课程改革,迅速适

应新课程下的教师角色。

3.中学历史教育研究

包括中学历史教师从事教育研究的必要性和



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优秀历史教育教学论文选读

和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习作。新世纪的中学历史教

师要提高自身专业化程度,必须要有较强的教学研

究能力。“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师应该走出传统

的樊篱,从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走向研究者。只有当

教师的教学与研究交融在一起,教学才有更富理性

的内涵。”[7]211所以要引导学生关注基础教育,研究

基础教育中历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了解怎样

开展历史教育研究,掌握历史教育研究课题的选

择、教育研究计划的制订和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等

内容。带领学生阅读、欣赏和评价优秀历史教育论

文,使学生掌握历史教育论文的写作规范、论文的

基本结构和写作要求。组织学生就教育实践中的

问题写小论文,唤起学生研究的意识和培养学生研

究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打下基

础,从而在教育科研成就中发现自身价值,进而激

发起继续开拓创新的愿望,实现师范教育培养优秀

的人民教师和教育家的目标。
采用“模块化”设计的历史教学论课程能够改

变原有的单元式课程封闭性的缺陷,建构灵活多

样、具有开放性和独立性的课程结构。这三个模块

中,第一、二模块是基础,是每位师范生毕业的最低

要求。第三模块是课程的拓展内容,引领师范生成

为教师即研究者的角色。
比起传统章节的课程结构,课程的目标性更为

明确,增强了历史教学论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不同模块之间可相互渗透和综合,有利于课程内

容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
因此模块化的课程结构有其很强的适应性、开放

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的特点。”[8]42-43能促进知识之

间、知识与能力之间的沟通,使师范生具有合理的

知识和能力结构,体现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特点。
同时在历史教学论模块化课程的基础上,建立

以历史教学论课程为中心的历史教育类课程群。
历史教学论为必修课,另外开设历史课程案例学

习、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中学历史教材分析、中学历

史教学测量与评价、历史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与运

用、历史活动课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等选修课,实现

课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体化、多层次的课程结

构,并逐渐形成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内涵。
由此构建的历史教学论课程是在先进的教育理念

指导下,结合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现状,对师范生

进行师德修养、人文修养、审美情趣修养和教师特

质素养的培养,既系统传承相关教育教学理论,同
时把这些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教育教学中,从而强化

师范生的教师职业化、专业化素养。
当然,要构建一个新的历史教学论模块课程结

构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不断探索、实
践、充实、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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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odulusCurriculuminHistoryTeachingMethodology

YUANCong-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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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eatprogresshavebeenmadeinbothhigherpedagogicaleducationandprimaryeducationreform.Inthissitua-
tion,thebuildingofmoduluscurriculuminteachingmethodologyofhistorybecomesnecessary.Thedesignbackground,
designprinciplesandthecontentsofmoduluscurriculumareexpoundedfirstly.Thenthegoalofformingaflexible,open
andindependentcoursestructureinhistoricalteachingmethodwillbeforcedon.Inthepaper,thewritershowsthat
structuringthethreemodulesofteachingtheory,teachingtechniquesandeducationalresearchbasedontheeducational
objectiveofhigherhistoricalpedagogicaleducationisafeasiblewaytoachievethegoal.
Keywords:teachingmethodologyofHistory;modelization;curriculum;teacher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