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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作为工作母机的教师教育，包括职前培养和
职后培训，越来越发挥着关键作用。
温家宝总理提出，与国家民族振兴相联系的师范教育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
我们今天的教师培训要从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出发，从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和
方法手段出发，使教师牢固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提高自身师德与专业素养，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
力和水平，总之，要有魂，要有力，要有效，要见诸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健康可持续的成长，这样的培
训才是真正的培训。
　　人才强教是首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也是北京教育学院的职责。
作为首都重要的教师培训机构，北京教育学院坚定办学方向，坚持内涵发展，为成为首都人才强教的
高地而不懈努力。
2004年北京教育大会以来，我们根据“面向全体，突出骨干，倾斜农村，服务急需”的培训方针，开
展了以“绿色耕耘”为品牌的农村教师培训、以“春风化雨”为品牌的城区中小学教师培训、以市级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主要对象的培训等大规模的培训，涉及10多个项目，每年培训万余人次。
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又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秉持整合资源、开放创新的理念，充分发挥首
都优质培训资源的作用，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教授专家和一线中小学特级教师、中小学名校长为培训项目授课，从而积
累了丰富的培训课程资源。
为了使这些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既为后面我们的各类培训提供学习教材，又为其他地区的教师培训
提供参考，我们决定筛选优秀的课程内容，把教学讲义整理出来，按学科编成相对系统的培训教材。
　　我们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必须是内涵发展。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学科建设、科研建设、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五项攻关。
而培训课程是五项攻关的核心内容，是五项攻关的汇聚点、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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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对历史课程目标的理解和把握出发，通过历史教学设计、历史教学的策略与案例分析、历史教
学评价等不同层面内容的展开，旨在提高历史新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探讨了新课程下历史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其专业素养和历史教育素养提高的途径和方法，
以及如何进行学生研究、如何进行教师教学反思等内容，探索中学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之路。
本书立足教师教育培训，针对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面临的实际教学困难，给予其切实的帮助，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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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你的历史校本教研　第四讲  学生历史学习研究　第五讲  历史教师的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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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与一般历史学习、研究中倡导的史论结合方法不同的是，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习与研究
中，应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即在未掌握充分的论据时，不能靠推理或主观臆断得出结论。
这是经济史在叙述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之一，对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大有裨益。
二、义务教育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策略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学中，如何解决
好“教学内容少、零碎、枯燥、不系统，老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问题，是中学历史教师关注的
问题之一。
为了达到改进教学方式，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可以尝试I~2T）1.种方法。
　　（一）通过学习，增强自身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知识储备和学科素养　　针对相当多的中学历史教
师未曾学过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现实状况，中学历史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增强自
身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学科素养，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能力，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在学习用书方面，如欲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知识，可以读赵德馨先生主编的《中国近
代国民经济史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或保学汶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这两本书均为教材，可读性强，难度不大，比较适合中学历史教师自学。
如欲有针对性地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可以读蒋建平、柳思维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问答》（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或齐大云、任安泰编写的《百年浮沉—— 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这两本书编写得虽比较简单，但针对性、专题性较强，适
合寻找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解释。
当然，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论著非常多，无论阅读何种论著，都会开卷有益。
　　一谈到学习，一部分中学历史教师就会马上联系到工作忙、没时间、没教材、没机会等一系列问
题。
其实，这些问题的核心是自身缺乏学习动力的问题。
试想，当一位历史教师满足于以读代讲，由自己或让学生读一段教材，就自认为已将与此段有关的中
国近代经济史知识讲清楚了时，他又怎么会有学习动力呢？
因此，只有清醒地认识自身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知识的不足，又有提高自身教学能力、改善教学效
果的愿望，你才能克服自己学习上的惰性，才会产生学习动力，挤出时间去主动自学，以补充自己在
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知识缺憾。
唯有此，你才能有兴趣去听其他教师的同类课，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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