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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塘下·新塘下 9

怎样提高历史与社会复习课的效率？
蔡思思：调动学生主动探究知识的兴趣，使之会学、乐学

■见习记者 苏梦璐/文 特约记者 陈银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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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历史与社会老师蔡思

思以“史由证来，论从史出”为主题，给

学生上了一节复习课。

课堂借助多媒体讲课，蔡思思通

过启发学生思考的方式进入当天的复

习主题“史由证来，论从史出——学习

研究历史的方法”。“‘史由证来，论从

史出’这 8 个字中，请同学们思考下

‘史’、‘论’、‘证’分别指什么？”蔡思思

请举手的学生起来回答，课堂气氛由

此也慢慢热烈了起来。“‘论’、‘史’、

‘证’分别指‘史论’、‘史实’、‘史料’。

‘史论’是从特定的‘史实’推导而出，

这就是所谓的‘论从史出’；而‘史实’

又来源于‘史料’，这就叫做‘史由证

来’。这节课，我们需通过复习掌握获

取历史信息的常用方法、途径，并运用

不同的资料有理有据地评价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随后，蔡思思直接点出

了这节复习课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

“今年，正值西安事变爆发 80 周

年，要想了解这一历史真相，有哪些常

用的方法和途径呢？”蔡思思指着

PPT提问。“可以查阅文献资料”、“考

察西安事变遗址”、“观看有关西安事

变的历史纪录片”……学生们纷纷举

手，课堂气氛轻松热烈。

记者发现，蔡思思总是从不同史

实中引出理论，引导学生对典型史实

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表及里、

由此及彼的分析，使学生懂得理论的

来龙去脉，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

的概括归纳能力。同时利用大量典型

的史实来论证、解释理论，用史实批驳

错误观点，以加深理解，让人信服。

蔡思思告诉记者，“史由证来、论

从史出”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的特征之

一。运用史料既可以帮助学生学好知

识，提高能力，启迪思维，同时，又能提

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上课时，通过

提供史料，来印证或评价书本上的观

点，不仅能使学生对书本的观点有更

为具体和深刻的理解，形成一种独立

思考的人格，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

灌输了学习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

该班学生戴俊皓说：“蔡老师的课

总是会给我们很多独立思考的时间，

思考问题的过程无形中让我记住了很

多知识点，比死记硬背的要难忘得

多。”

“复习的目的主要是查漏补缺，整

合知识，提升能力。”蔡思思说，老师上

课的重点是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夯实

基础，把不熟的记熟，把不懂的弄懂，

把不会的练会。在课堂组织过程中，

尤其要注重整合教材内容，构建知识

网络。在讲练环节，注重学法指导。

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调动学生主动探

究知识的兴趣，使之会学，乐学，这就

需要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教学情

境，尽量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或

当前的社会热点，使学生围绕某一主

题主动地探索、加工处理信息并应用

知识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不仅接受

所学知识，而且促进学生能力的培养

和提高。

除此之外，蔡思思认为，初三学生

在复习历史与社会这门课程时，一定

要围绕《考纲》，重点关注新增考点、有

所变化的考点，同时还需关注社会现

象、热点和焦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通过练习，查漏补缺，提高审题与答题

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

蔡思思，鲍田中学老师，任教历史

与社会、思想品德课程，从教 9 年，先后

获得“温州市第四届学科骨干教师”、

“瑞安市教坛新秀”、“瑞安市优秀教

师”、“学区先进个人”、“瑞安市第一届

教坛新苗”等称号。2008 年温州初中

“农村教学规范达标活动”课堂教学评

比荣获一等奖；2010 年温州市中小学教

育教学案例评选荣获三等奖；2012 年塘

下学区初中文科教师学科素养提升考

试中荣获一等奖；2012 年瑞安市初中思

想品德课堂教学评比荣获一等奖；2012年瑞安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比荣获一等

奖；2012 年温州市初中思想品德课堂教学评比荣获一等奖；2012 年温州市中小学教

师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荣获二等奖；2014 年度温州市初中思想品德学科“一师一

优课”评比活动中荣获二等奖，并多次承担市级公开课、讲座。

3月16日14时30分，鲍田中学九（2）班的社会与历史复习课开始

了。据了解，该校社会与历史课程从本学期开始到5月份将完成中考

考点基础第一轮复习，预计在5月份进入第二轮热点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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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籍：

给教师推荐的书籍和杂志：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全球通

史》、《中国通史》、《平凡的世界》。

给学生推荐的书籍：

《明朝那些事儿》、《大秦帝国》、《鱼

羊野史》。

推荐书籍

（感谢特约记者陈银贤拍摄本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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