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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⒛ 年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改革述论

陈 辉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 zO年 来,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取得 了令 k揖 ≡≡|乏

就。历史课程设置呈
“
螺旋式

”
排列;历 史课时数的分配日趋合理 ;在 设置万天必哆谩

的基础上增设历史选修课 ;历 史课程内容的编写呈多样化趋势,体现了
“
一躬多上

¨
乏

“
多纲多本

”
的要求;进行了历史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研究和实验。这些改革定这一

时期成为我国历史课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并对 21世纪中学历史课程建设太有桴空 i

关键词 历史课程改革 历史综合课程 历史活动课程

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⒛ 年来,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经历

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误,这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

训认真加以总结思考,对 21世纪历史课程建设将大有裨益。

- 关于历史课程设置的形式问题

在课程设置中,长期存在着
“
直线式

”
和

“
螺旋式

”
两种排列形式问题。历史课程设置也不例

夕卜。

19鸦 年,教育部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 1963年历史课程设置

的经验的基础上,要求中学历史课程采用
“
直线式

”
排列形式,即初中一、二年级设置中国历史课 ,

高中一年级设置世界历史课。然而,这种
“
直线式

”
排列历史课程,没有充分考虑到初中毕业后有

一部分学生要继续升学,一部分学生则要参加工农业生产,因而各个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内容缺

乏相对的完整性,使学生不能在每个阶段毕业后都能受到基本完整的历史教育,导致初中生只学

中国历史,不学外国历史,初 中毕业生没有一点外国史知识,却要在初中政治课程中学习社会发

展史。1981年 ,教育部重新修订中小学教学计划,小学增设历史课程,每周 2课时。初一年级设

置中国古代史课,初二年级设置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现代史课,高一年级设置世界历史课。这种历

史课程设置仍呈
“
直线式

”
排列。为了弥补这种课程设置的缺陷,1986年 ,国家教委对九年义务

教育初中历史课程作了改革,采用
“
螺旋式

”
形式设置历史课程,初一及初二第一学期设置中国历

史课,初二第二学期设置世界历史课。19呢 年,国家教委颁行的课程计划规定,初 一、初二年级

设置中国历史课,初三年级设置世界历史课。历史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是 :“ 使学生掌握中国历

史(包括乡土历史 )、 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着重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重

要事件和主要人物,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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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1]采 用

“
螺旋式

”
形式设置初中历史课程,不但彻底解决了初中毕业的学

生能系统地学完中外历史,完成一个循环,而且为学生升人高中学习中外历史打下了基础。

从 19"年开始,我 国普通高中只设置世界历史课,每周 2课时,1981年后增加为每周 3课

时。因高中历史课时太少,没有设置中国历史课,导致高中学生历史知识面太窄。19gO∶年,国 家

教委调整普通高中教学计划,规定从 1990年秋季起,历史课程由原来只在高中一年级设置世界

近、现代史课,每周 3课时,改在高一、高二两个年级设置,每周 2课时,同 时增设中国近代史课 ,

高中三年级增设中国古代史课。1993年 秋季开始,这一课程计划正式实施。普通高中采用∵螺

旋式
”
形式设置历史课程,纠正了原有高中只有世界历史课而无中国历史课的缺陷,使高中学生

在初中阶段初步学习中外历史尤其是在学习中外近现代史的基础上,进而在更高层次上重复工

次,以巩固所学知识,并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从上可见,η 年代末至 80年代,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设置呈
“
直线式

”
排列,中 国历史课

仅在初中阶段设置,这是个明显的缺陷。9l1年代实施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普通高中课程

计划,历史课程设置形式有所改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中 外历史从古至今一个循环,中 国

历史较详。普通高中先学中国历史,后学外国历史,采取
“
先中后外

”
的办法,初 中和高中各循环

一次,加上川、学社会课(含历史、地理),共循环三次。采取螺旋上升、逐步加深的办法,使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生能接受较为系统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育,而高中则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深

学习以中国历史内容为主的历史。应该说,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设置采用
“
螺旋式

”
形式排列 ,

是今后历史课程改革的一个方向。

二 关于历史课时数分配的最优化问题

历史课程的年级设置、周课时和总课时,是我国历史课程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历史课程课

时数的分配,又寸历史课程设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课时充裕,设置历史课程有较多的田

旋余地 ;若课时过紧,则很难安排好历史教育内容。⒛ 年来,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课时数几

经变化,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19TS年 ,我 国初、高中历史课程的总课时数为⒛3课时,其 中初中 128课时,高 中 75课时◇

1981年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规定,历史课程总课时数为 266课时,远远少于数学

(10“ 课时)、 语文(1000课时)、 外语(9” 课时 )、 物理(500课时 )、 化学(3” 课时 )、 体育(3s+课

日寸)。 因此,这个教学计划存在着
“
重理轻文

”
倾向,历史、地理两门课程的课时数合在一起才抵上

一门物理课的课时数,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程的课时数加在一起,也只相当于物理、化学、生物

三门课程课时数的 Tts%[2]。 19“ 年,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程的总课时数,“ 六·三
”
制学校为

210课时,“ 五·四
”
制学校为刀0课时。这比过去初中历史 170课时,“ 六·三

”
制学校增加了娴

课时,“ 五·四
”
制学校增加了㈨ 课时。

“
六·三

”
制和

“
五·四

”
制学校所增加的课时,可作乡土教材

或课外活动用[3]。 1990年 ,国家教委对 1981年高中历史教学计划进行调整,高一年级世界历史

课由每周 3课时增为高一、高二各 2课时。⊥9呢 年,“ 五·四
”
制学校初一年级、初三年级历史课

程的课时数为每周 2课时,初二年级每周 3课时。从 19%年秋季起,初二年级历史课程的课时

数由每周 3课时改为每周 2课时[4]。 这样,到 目前为止,九年义务教育初中一至三年级均设置历

史课程,每周均为 2课时。高中一、三年级每周 3课时,高二年级每周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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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国以来我国所颁行的中学历史教学计划作纵向比较,1950年 。我匡干
=t史

渌翟的总

课时数为 Tz0课 ,仅次于语文(1404课时)、 数学(1⒛8课时)、 外语(756课盯
`吁

焉二L∶ l吓6年

612课时,其 中初、高中各 stD6课时,周课时为 18课时;1958年 因提倡
“
厚今薄古⒈△攴误ε忠课

时锐减为 438课时,其中初中⒛8课时,高 中zO0课时,周课时为 13课时。到 sll年仗∷亏吏淳莛

再减,19“ 年仅 303课时,其中初中⒛4课时,高 中 99课时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历史渌E莰禾

消。到 19TS年 ,历史课程的.教学计划,是 自我国正式颁布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以 来。课时最
'夕

:

一个,计 ⒛3课时[5]。 现行的历史课程计划所规定的课时稍有增加,但每周仍只有 8至 m课玎 ~

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课时数呈下降趋势且不稳定状态,与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茁诨

时数呈上升趋势是相对应的c每每在强调减轻学生负担时,总是减少历史等课程的课时数。这t
于提高学校历史教育质量是极为不利的。至于历史课程的课时数占多大的比例才合理,这还是

一个需要再研究的课题。当然,对于整个普通中学课程,国 家有总体的安排,各 门课程之间应有

一定的比例,必须考虑课时分配的最优化。所以,不管历史课程的总课时数是增加还是减少,历

史课程的教材内容必须符合规定的历史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使教材分量与分配的课时相适应c

三 关于历史课程内容的多样化问题

从建国初期到 sO年代中期,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内容的编写实行了
“
一纲一本

”
制,由 人

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历史教学计划和历史教学大纲编写历史教材,供全国中学生统

一使用,被称之为
“
统编教材

”
或

“
部颁教材

”
。这种

“
一纲一本

”
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它

适应了改造旧历史教育建立新中国历史教育的需要,保 证了历史教材编写的政治方向。19鸦

年,根据
“
一纲一本

”
制编写的《中国历史》(一至四册)和《世界历史》(上 、下册)课本在全国普遍使

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套教材于 19stD年 、19⒏ 年作两次较大规模的修订后使用了五年,

直到 1987年过渡性历史教材问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 家对包含历史在内的各

门课程教材内容的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需要。从 19SS

年开始,我 国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材首先实行多样化改革,北京、上海、四川、广东、浙江等省

市组织专家编写出不同风格、不同特点、不同层次的历史教材,到 1993年全国实行新的九年义务

教育初中历史课程计划时,历史课程的教材内容实现了从
“
一纲一本

”
制到

“
一纲多本

”
和

“
多纲多

本
”
制的转变,并形成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历史课程教材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
“
一纲多本

”
和

“
多纲多本

”
制指导下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

了突破和创新。

第一,教材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任务和要求,注意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和

思想品德教育,寓思想教育于学科教学之中。

第二,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学生的认知结构结合得比较好;教材在重视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

重视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第三,教材编写体例具有灵活性。
“
北丿币大版

”
和

“
广东版

”
坚持原有章节体例的写法,保持了

体系上的延续性并作出适当的改革 ;“ 四川版
”
将章节体例改为章目体,对原有体例作了改进 ;“ 人

教版
”工改原有写法,而采用了课题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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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材具有可读性、启发性和趣味性。
“
人教版

”
图文并茂,五光十色 ;“ 北师大版

”
采取正

课之后加阅读材料的办法以课外知识补充课内知识,以课外资料引发学生兴趣 ;“ 广东版
”
课内插

图不多,但在地图册中印制了大量插图,教师可以利用图画引人正文,实 现师生间和谐的教学过

程[7]。

第五,教材富有伸缩性与地域性,适宜于不同地区、基础不同的学校使用。针对广东地区的

特点,“ 广东版
”
更多地叙述了华侨历史活动情况 ;“ 上海版

”
更多地增加了江南经济发展和中西方

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知识,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第六,教材增加了集中体现精神文明的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内容。
“
人教版

”
《中国

历史》第一册和《世界历史》第一册中,有关文化史的内容占到约 1/3。 在文化史内容的选材上 ,

“
人教版

”
遵循了三条原则,一是重要的、典型的、有重大影响的文化人物和事件 ;二是 日常生活中

容易遇到的、中学生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方面的文化知识 ;三是适合中学生年龄特点的有关文化

史内容
[9]。

第七,注意了教材的配套。除课本外,还有教学参考书、历史地图册、历史教学挂图、学生课

外读物、同步练习册等。

长期以来,我 国中学历史教材基本上把本国史与外国史分别编写,而上海市编写的高中历史

教材《15世纪以来的中外历史》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该教材选择世界近现代史作为

高中必修课的教学内容,并把有关的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重点叙述。在中外历史的

比例上,中 国史占1/3,外 国史占 z/3[10]。 采用中外历史合编的体例,有利于从联系比较的角度

加深对中外历史和中国国情的认识,避免了与初中历史教材的简单重复。

此外,高 中历史教材以提高学生素质为目的,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不再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和

单纯的应试教育。高中历史教材的教学内容具有伸缩性,富有弹性,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四 关于历史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问题

长期以来,我 国初、高中一直设置分科历史。在分科历史中,没有处理好历史必修课与选修

课的关系,表现在重必修、轻选修,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设历史选修课。究其原因,是我国的

培养目标重视统一的规格,重视共性,而忽视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即使在历史必修课中,也只

注重为学生升学做准各,而不注重为学生进入社会就业打基础。这样,在整个历史课程计划中,

因材施教的精神体现不够。

SO年代以来,我国总结了历史课设置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历史必修课的基础上,把历史选修

课纳人了历史课程计划。

η 年代末至 sO年代末,我 国普通高中只设置世界历史课,没有设置中国历史课。1991年 ,

为了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指示精

神
[11],国家教委决定自1991年秋季起在普通高中一年级增设中国近代史必修课,每周 2课时 ,

19%年增加为每周 3课时。高中增设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课,是在初中中国历史课的基础上有

所加深。它把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划分为屈辱史、抗争史、探索史,着重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也是近

代工业、近代科学技术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历史。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中国近现

代史的一项基本内容来写,这还是第一次[12]。 此外,中 国近现代史还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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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兴国史[13〕 。

我国普通高中历史选修课的设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c1981年 ,教育部颁发的《全 日制

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指 出 :“ 为了适应学生的爱好和需要,发 展他们的特长,更

好地打好基础,高 中二、三年级设选修课。
”[14]根据这一精神,重点中学在高三年级增设历史选修

课,每周 3课时,供侧重文科的学生选修。不过,历史选修课没有规定具体内容。仍lFg实验性质 ,

只有极少数学校试行。但它对我国今后历史课程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适合于重点中学 ,

并且对一般中学来说也具有指导意义。这是继 1963年 在中学设置历史文献选修课后首次在普

通高中设置历史选修课[15]。 1990年 ,国家教委调整普通高中教学计划,在高三年级增设分科性

的中国古代史选修课。199z年 ,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在普通高中开设选修课的意见 )。 明确规

定高中三年级为分流而开设的各组选修课,包括文科类(历史、地理 )、 理科类(物理、化学、生物 )、

外语类(英、俄、日语 )、 艺术类和体育类均属
“
指定选修课

”(即必选课 )[16]。 这就明确指出了高三

年级的中国古代史选修课为
“
指定选修课

”
,其内容比初中中国古代史有所提高,主要侧重于文化

史、教育史、社会史等方面。

1996年 ,国家教委颁布实施了《全 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供实验用),这是供 21世纪

全日制普通高中使用的,具有很大的超前性[17]。 该大纲规定,普通高中的历史课程除设置中国

近现代史必修课外,还设置历史选修课。历史选修课分为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两种。限定选修

课是选学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修的历史课程,在高二、高三年级设置,每周 2课时,分别讲授世界近

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任意选修课是全体学生根据自己志趣爱好或就业需要而选修的历史课

程,在高一和高二年级设置,分别讲授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每周 2课时。

此外,上海高中课程改革试行方案制订了高中课程由必修、选修与课外活动三板块一体化的

模式。历史课程在高-为必修课 ;高三把学生分为文科班、理科班与职技班三科,选修文科(含历

史)为文科班,选修理科的为理科班。高三历史选修课设置中国古代史课[1:]。
南京师大附中也

在高二年级设置历史选修课,每周 2课时,共计 30课时。据统计,南京师大附中 87届学生共有

zO人选修历史,效果很好[” ]。

值得一提的是,19呢 年国家教委制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

行)规定 :初 中阶段适当设置选修课[20]。 由于种种原因,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只设置了综合型

社会科课程(含历史),而未单独设置历史选修课。

历史选修课的设置,改变了单一的升学课程体系,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他们在共

同学习历史必修课的基础上,可 以根据个人特长和爱好去选择,有助于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满

足他们的需要,同时,也使部分学生在高中毕业后走向社会时增加了选择职业的能力。尽管如

此,有关高中历史选修课的具体内容的选择以及如何体现作为大学预各教育的基本要求,历史选

修课与必修课之间的教材内容如何配合,初 中阶段是否设置历史选修课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 关于历史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研究与实验问题

长期以来,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没有质的变化,始终是典型的分科课程,由 固定、单一的必

修课程组成,历史必修课采用的是单一的简明通史体系,“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循序渐进,丝毫不

乱,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面面俱到,点滴不漏,从亚洲、欧洲、美洲到非洲,处处兼顾,完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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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2⊥ ]。 如果说历史课程改革有区别,那只是初中与高中历史课程采取

“
直线式

”
排列还是

“
螺旋

式
”
排列,知识内容是精简些还是充实些。为打破历史课程这种单一的课程结构状况,80年代以

来,我 国普通中学在设置历史选修课的基础上,开 始涉足历史综合课程的研究和实验。早在

1987年 ,东北师大附中初中阶段所设 8门课程中,有《社会科学基础》课,该课由政治、历史、地理

组成,其中历史学部分实行
“
二史合一

”
,以世界史为背景,以 中国史为主线,从世界史的角度认识

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22]。 深圳市实验学校初中九年一贯制所设社会科学课由地理、历史

两门学科综合而成[23]。 上海市的初中社会课包括社会、历史、地理三门学科的知识田]。 浙江省

初中社会课采用中外历史交又编写,以学习中国史为主[25]。

19%年 ,国家教委委托广州和上海两地有关单位着手对普通高中综合课程进行研究和实

验。目前,上海市实验学校的文科综合课程,是 以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主线,将历史、地理、政

治、语文等学科知识融合贯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26]。 从 1998年秋季起,广东省 10所 中学的高

中二年级文科班将以一门综合理科课代替化学、物理、生物三科,理科班将以综合文科代替政治、

历史和地理三科[27]。 其中,综合文科课是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及社会发展学包罗在

内,启 发学生从社会现象中找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每周 3课时。

与上述历史综合课程改革实践紧密结合的则是历史活动课程的研究和实验。19呢 年、1996

年,国家教委颁行的初、高中课程计划,正式将历史活动课列入课程计划之中,这是建国以来第一

次。相对历史必修课而言,历史活动课程更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等特点。

上海奉贤县金汇中学在实施历史活动课方案时,一是在题材的选择上,以历史必修课教材为

基础,使方案的活动内容成为历史必修课内容的拓宽与深化,使之与必修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是重视与其它学科的横向联系,充分借助其它学科的知识、技能为我所用,突破原有独立的历

史学科知识体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2:]。 上海市管弄中学通过建立历史

兴趣小组、组建考察小队、组织外出活动、出版历史园地、开设历史讲座、开展历史知识竞赛等活

动丰富了学生的历史知识[29]。 还有的通过实地考察历史遗址或革命史迹,或者调查访问革命老

人、对社会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历史人物的后代、历史学家等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变化和现状,使

学生在接触社会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社会责任感。

由于历史活动课程面向社会,活动内容极其丰富,因而历史活动课程的形式将有更多的创造

和更大的发展,如在以历史分科课程为主的框架内积极增大历史活动课程的比重,把活动渗透到

学科的教学中,综合课程可采用活动课程的形式,等等[30]。

六 对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启示

我国当前所进行的历史课程改革,还仅仅是以我国中学原有的历史课程体系为基础进行的

改造。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其它课程一样,就是从
“
一纲一本

”
经过

“
一纲多本

”
的过渡,最

终实现
“
多纲多本

”[30]。 这个目标的实质是实现课程管理体制的分权化和课程形式的多样化。

我们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课程改革,即面向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和青少年的需

要,组织实施一场历史课程革命,以变革课程形式、更新课程内容和孕育新的课程观念,促进历史

课程体系的突变,建立起新型的历史课程模式,这是今后历史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

在历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充分估计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历史课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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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既要主动适应社会发展,也要立足国情 ;既要保证全体学生有共同的、必要的历史基础,也要为
学生的自主、自立、适应未来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各 ;既要考虑历史课程的规律性、也要增强历史课
程的弹性,在保持历史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的基础上,使历史课程内容更加适立下同年龄阶段

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照顾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教材内容的选择性。

长期以来,历史学科是以分科课程为主设置历史课程的,它对于确立历史课程在学佼教育中

的地位,形成历史课程体系,保证全体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能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历史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单一的历史学科分科课

程模式在课程内容的容量方面,在照顾学生的兴趣、爱好方面,在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确有下足 :

改革单一的历史课程模式,吸收各种课程理论的优点,逐步形成以分科课程为主、综合课程为辅、

活动课程并存的历史课程模式是当前历史课程改革的必然趋势。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以分科

课程为主,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是可行的。但是,为主不是唯一,历史学科本身的许多特点为

我们吸收各种课程理论的长处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吸收、融

合包括综合课程、活动课程在内的各种课程理论,形成以分科课程为主、综合课程为辅、活动课程

并存的历史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体系。三种课程模式各有所长,在不同年级设置,各得其所,有

利于达到历史课程的不同培养目标。

面向21世纪,培养未来社会人才,要求在设置历史必修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历史选修课程的

比重;在历史选修课程中,既设限定性选修课程,又设任意性选修课程。与此同时,历史课程的教

材内容既有必教必学课本,又有选教选学课本 ;既有精讲课本,又有泛读课本。

面向21世纪,培养未来社会人才,要求历史课程采用相关学科的综合(如历史与地理、历史

与语文、历史与政治等),学科内的综合 (女口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跨学科的综合(如历史与社会

学、历史与生态学、历史与数学等)等多种综合课程模式。综合课程是分科课程的改进形式而不

是对立形式,它有助于克服分科课程的弊端,做到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相辅相成,而不是以综合

课程代替分科课程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面向 21世纪,培养未来社会人才,要求将历史活动课程纳人历史课程计划,这是学校历史教

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体现之一。历史活动课程应丰富和促进分科课程,而

不应冲击和削弱分科课程。在历史活动课程中处理好师生关系是活动课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活

动课教学中,教师的角色要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辅导者、情境设计和调控者。教师要积极

主动地使历史活动课程与其它相关学科的活动课程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并建立相对稳定的活动

课程基地。

面向 21世纪,培养未来社会人才,要求历史课程的教材内容系列化,不仅有教科书、教学参

考书及配套的地图册、习题集和课外读物等文字教材,而 且还有配套的影视片、录像带、录音带、

激光视盘和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等电子音像教材。因此,历史教科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承担历

史教材的所有功能。我们应当研究历史教科书如何才能起到与电子音像教材取长补短的作用。

面向21世纪,培养未来社会人才,要求未来的历史教师具有相应的智能结构,既能担任历史

必修课程的教学任务,又能担任一定的历史选修课程的教学任务,还能承担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

的教学任务。因此,在改革历史课程教材的同时,必须加强师资培训工作,尤其是包含历史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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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课程和活动课程师资的培训工作。一方面,史学研究的日新月异和考古新成就,使历史课

程教材内容不断更新,这就要求历史教师不断充实和丰富历史知识 ;另 一方面,社 ,会在不断前进 ,

教育事业在不断发展,要求历史教师要不断学习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 ,

注重历史课程电教媒体的制作与运用,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⒛ 年来,我 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我国

苈史课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面向21世纪中叶的普通中学历史课程必将成为青少年实现和谐

发展赖以从文化中吸取营养的
“
吸管

”
;历史课程的文化传播功能将与它的促进青少年发展的功

能相结合;历史课程的价值将实现以社会价值、个体价值与文化价值三位一体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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