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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

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

的良好环境。”讨论式法这种教学理念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出

现在教学形式各异的课堂中，为学生提供和营造独立思考、

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共同参与机会，也为中学历史教学方

法多样性提供更多的实例参考和教学借鉴。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

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义务教育阶段 7~9年

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阶段的课程

特点具有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综合性。在初中历史的

学习过程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评价学

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

在中学教学的实践中，笔者观察到，初中阶段的学生

在学习上有很显著的特，如：观察能力显著提高，观察的自

觉性、持久性增强；记忆量增长，意义记忆开始占主导地位；

有意注意进一步发展，注意的稳定性增强；想象力逐渐发展

到以有意想象为主，创造想象日益发展；思维的独立性、批

评性日益增强，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初

中阶段尝试用讨论式教学法进行教学，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1]。

讨论式教学法强调在教师的精心准备和指导下，为实

现一定的教学目标，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启发学生就特

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

精神。

讨论式教学法在中国及其他国家都相当盛行，在教学

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利用该法组织教学，教师作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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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对学生的思维加以引导和启发，学生则是在教师指

导下进行有意识的思维探索活动。学生的学习始终处于“问

题—思考—探索—解答”的积极状态。

在教学实践中，这通过观察和总结，认为实施讨论式

教学的一般流程环节如下：设计问题—提供资料—启发思

路—小组合作—思维点拨—生成结论。

讨论式教学的实施要求老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上课之前，除了要准备好上课所需的素材之外，也需要提

前向学生说明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要求，提前布置好要读的

材料。在课堂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每一个学生，把每个

学生都组织到讨论中来，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围绕课题发

表意见，使讨论逐步深入，特别要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

生，让他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要指导学生做好每组

的讨论小结，概括出本组成员的核心观点 [2]。在收集各小组的

意见后，教师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引导学生通过比较总结得出

最终结论，同时要注意对学生的课堂生成结论予以重视。

12 课《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为例

在上课之前，笔者请学生以兴趣为主，选择了自己想

加入的组别，让学生选择自己的身份，对学生对的兴趣做了

简单的摸底。此后，分别发放给学生相关的文字和视频资料。

课上，在情境导入之后，笔者带学生进入情境，整节

课上老师的身份是汉武帝，学生的身份是文武百官，通过情

境的铺垫和推进，逐步抛出几个问题：

①主父，朕今日听闻梁王出行都与朕无异了，还自造

弓箭数十万，库存的珠宝玉器多于京师，长此下去，必影响

国体，朕欲除此祸患，不知主父可有高见？

②董爱卿，近来朕心中颇为烦闷，诸王门下的那些宾

客又在批评朕的政策，指责中央，唧唧歪歪，吵得朕心神不

宁，不知爱卿可有对策？

③朕可不止在政治、思想上有烦恼，朕在经济、军事

上也烦啊，你们当中可有人知道朕在经济、军事方面烦恼是

什么吗？

④匈奴屡屡进犯。我们该不该打？

⑤朕一生功勋卓著，但有人说朕穷兵黩武，百姓苦不

堪言，朕能罪己吗？

⑥朕有罪吗？后人会如何评价朕？

通过这些问题，将本课的思路串联起来，让学生分组讨

论了汉武帝面临的困境；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方面的措施；重点讨论汉武帝在军事方面的措施；对汉武帝

的评价；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这几大问题。通过讨论，学生

基本能得出结论，教师在每个环节后，再做以简单的小结 [3]。

这课内容头绪多，需要理解和记忆的点也多。这节课

大胆采用了讨论法，通过课堂的讨论，学生自主构建框架，

达成了教学目标，老师对自己的定位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符合新课程标准和思维型教学理念，课堂效果好。讨论法对

教学设计和授课教师的要求更高，本节课老师通过对所讨论

的问题的精心设计将繁复的内容条理清晰地串联起来，又通

过问题的设计和讨论突破了本节课的重难点。

美国学者斯蒂芬 .布鲁克菲尔德与斯蒂芬 .普锐斯吉尔

在其著作《讨论式教学法》中曾列举了讨论式教学法的 15

点好处。结合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

讨论式教学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培养。讨论式教学法以学

生为主体，通过教师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不断推进

学习，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互相碰撞，不再受教师

的限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动地、积极地去准备

材料，搜集论据，进行思考，这无疑会使更多的学生全身心

地投入到课堂当中，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②有利于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学科知识。因为所有结

论的生成都是通过合作讨论得出的结论，在辩驳的过程中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增进了，对于知识的脉络也更加清晰，对知

识的运用也可以更加自如，因而对知识的记忆也深刻得多。

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表达的能力，落实历史解释的学

科素养。信息时代的学生，表达能力越来越弱，在讨论式的

课堂当中，讨论的过程就是学生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口头语言

的形式准确、清楚、全面地表达出来的过程，这与历史学科

旨在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的素养的目的是一致的，因而通过

讨论式教学法，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也有助于落

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④有利于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学生人格全面

发展。通过讨论的实施，学习、了解他人的看法，针对自己

的问题提出质疑，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行别人的回应

中察觉自己存在的偏见，通过沟通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

合作解决问题，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学生的性

格全面发展。

⑤有利于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讨论，教

师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学生个体和总体的知识准备程

度和认识状况，随时调节教学进程，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学生能在讨论中听取别人的发言并作比较，取长补短，

扩大视野，有利于新型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的建立。

讨论式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新的人才培养模

（下转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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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作文是思维活动的产物，思维和语

言也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思维受到语言的限制，另一方

面思维和语言也有着重叠的部分，即语言和思维一致的地

方。诚然，议论文写作是需要逻辑思维、批判思维、逆向思维、

创造思维等多种思维的参与，因此思维训练对于议论文写作

也是至关重要的。刘淼在《作文心理学》中写道“思维与语

言并重，在作文操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两个阶段思维是作文操

作的起始阶段，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因此，

在作文教学中应该贯彻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并举的原则。”

“过程写作”注重对学生思维的锻炼，注重写作过程

的可指导性，注重写作的策略。策略就是计策、方法，是人

们经过思考、分析、解决问题后，形成的谋略，具有指导意义，

简便有效地解决以后出现的同类问题。

作文策略的重点是指导写作文的方法，包括对写作文

各个阶段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活动方式，所调控的意志

行为。它是主体有意识可以控制的心理活动，是有效作文的

必要条件，是大于作文方法的概念。“过程写作”侧重于写

作策略的研究。

因此，教师作文课教学的重点可以放在指导学生的写

作过程上，而不是由学生如同摸着石头过河一般盲目，使整

个写作过程透明化，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只看重结果，一味

的低效率重复，最终教师和学生都厌倦。在“过程性写作”

的视角下，教师可以先从积累素材开始实施教学，当然从别

的地方入手也可以，设计或保护写作环境，关注写作情境，

注重思维训练，再利用审题的策略，谋篇布局的策略，修改，

评比发表的策略，教给学生具体可操作的议论文写作技能，

这也是“过程写作”的实质。

参考文献

荣维东.写作课程范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邓邢鸣,刘红.过程写作法的系统研究及其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改革的启示[J].外语教学,2003(11):58-62.

洪路平.过程写作法在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探索[J].新课程

2019(30):58-59.

式，是教育观念转变的一个具体体现，讨论式教学坚持以人

为本，强调主体发展的教学观念，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虽然还有很多方

面的内容亟待完善，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对历史学

科中教学的重要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符合基础教育改

革的要求，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理应得到重视与推广。

作为一线教师，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值得认真研讨，更

多尝试，使讨论式教学法的相关理论更加明晰，与历史学科

的融合更加紧密，在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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