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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高考文科综合试卷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 ,

历史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知识 ,更要教会学生历史分析

的方法 ,通过历史教学 ,使学生具备融会贯通的学习能力 ,具

备高屋建瓴的观察能力 。而在历史教学中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 ,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学会用唯物史观分析历

史问题 ,是使学生具有这些能力的关键。在这里 ,我结合近年

来的教学实践 ,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体会。

一 、坚持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

观点分析历史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是我们认识

历史的一把钥匙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物质生产的活动是人

类社会所有活动中首要的 、也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物质生产

活动的水平和具体形式 ,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关系 ,

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因而也决定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统

治形式 、法律制度 、哲学思想以及文化艺术的状况等等。当经

济基础的发展与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 ,引起社会革命 ,

随之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 ,政治思想 、法律制度 、

哲学 、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

在历史教学中 ,我以这样的观点指导学生分析历史现象

和事件 。如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变动剧烈 ,井田制 、分封制 、宗

法制逐渐瓦解 ,周王室地位日益衰微 ,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

争战达五百年之久。在这五百年之中 ,改革 、变法此伏彼起 。

导致春秋战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 。由于铁农具与牛耕的逐渐普遍使用 ,人们可以在井田之

外开垦新的田地 ,这就是私田。私田的收获不必上缴 ,而是由

土地所有者占有 。生产力的发展也使统治者

可以通过不完全占有劳动者本身而得到比奴

隶制同样多的 、甚至更多的劳动产品。劳动

者在交出一定量的劳动产品之后 ,还可以保

留一部分产品。这样 ,一种新的 、封建性的生

产关系产生。

井田制的瓦解 ,必然加速建立在井田制

基础上的分封制 、宗法制的瓦解过程 ,周王室

失去制约各诸侯国的手段和能力 ,于是礼崩

乐坏 ,纷争不已 ,天下大乱 。当旧的生产方式

瓦解之后 ,旧的 、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再也无法

维持下去了 ,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 ,改

革 、变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最终在战

国时期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在这一过程

中 ,代表不同阶级 、阶层的思想家提出了各自

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形成了战国时期的

“百家争鸣”的局面 。

唯物史观在承认生产力 、经济基础在一

般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的同时 ,又承认生产

关系 、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 。战国时期确

立的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保护

和推动作用。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战火不断 ,

但由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提高 ,这一时期社

会经济始终在较快地发展 。而秦国由于变法

最为彻底 ,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得以确立 ,秦

国的经济 、军事实力提高得最快 ,具备了统一

六国的基本条件。

引导学生认识 、理解并运用唯物史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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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历史问题 ,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寻找“一切

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可以拨去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迷雾 ,透过纷繁复杂的

历史现象和事件 ,抓住历史发展的中心线索。

在古代史教学中 ,我还引导学生以唯物

史观分析了诸如:怎样认识原始社会向奴隶

社会转变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中国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作

用;均田制 、租庸调制与府兵制 、募兵制的关

系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古代教育制度 、教育内

容 、教育思想的发展;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

地位的变化等问题。学生们学习用唯物史观
分析这些问题 ,从而提高了历史分析的能力。

二 、坚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方法分析历史

　　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 ,对具体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分析的基

本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把问题

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 ,从历史上的社会存

在解释历史上的人物 、事件 、制度和社会意

识 ,“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

析” 。

同样是实行土地国有制 ,为什么在西周

时期是历史的进步 ,而到王莽时期就成为历

史的倒退 ?为什么“重农抑商”政策在战国时

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在明清之际就

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 为什么同为“暴
君” ,对秦始皇给予了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

的评价 ,而隋炀帝却无此殊荣 ?为什么中国

封建社会没落的表现之一为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的加强 ,而日本封建社会的没落则表现为

中央集权的衰落 ? 同为世界著名的航海活

动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没有像哥伦布的远航

那样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 对这些问

题 ,我在授课中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具体分析 ,

增强了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意识 ,提高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能力。

这里仅以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分析为

例。战国时期 ,商鞅变法采取的“重农抑商”

政策是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的。这是因为 ,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刚刚确立 ,社会生产力还

不发达 ,农业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

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市场。因此 ,相对

商业活动来讲 ,着力发展农业生产 ,对于满足

人民的生活需要 ,稳定社会秩序 ,实现富国强

兵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农业生产状况也是一

个国家经济繁荣程度的最重要的表现。秦国

就是在“重农抑商”政策指导下 ,粮食充足 ,军

备雄厚 ,综合国力得到加强 ,最终具备了统一

六国的物质条件的 。所以这一政策在当时促

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是进步的 。但明清之

际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则不利于社会

经济发展了。因为 ,明清之际经济已经相当

繁荣 ,商品经济已比较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已
经产生 ,施行这一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

展 ,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也抑制了早

期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因此 ,明清之际继

续施行“重农抑商”政策 ,阻碍了明清之际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是应当否定的。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

内容 ,在对人物的分析中运用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的方法就是根据历史的条件 、历史作用

去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 ,主

要应根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的行为对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是起推动还是起阻碍的作用 。

具体来说 ,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 ,对当时生产

力的进步 ,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起促进作

用的应以肯定 ,反之则以否定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

魂 ,是唯物论史观的基本要求 ,在学习历史过

程中 ,引导学生将一个事件 、一个人物 、一种

制度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作历史主义的

具体分析 ,是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历史观的

一个重要方面 。

三 、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 ,任何历史现象都不

是孤立的 ,也不是偶然的 ,而是各种矛盾相互

影响的结果。一个事件出现后 ,也会影响社

会其他方面产生变化 。一定社会的政治 、经

济 、外交 、思想文化等方面是在相互影响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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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促进中发展变化的 ,发生在同一时代的各

个事件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上这个时代的烙

印。同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影响是

普遍的 、必然的 。

在历史教学中 ,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

分析历史问题 ,揭示同一历史阶段中各个事

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可以极大提高学

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在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 ,帮

助学生建立起历史发展的知识网络是培养学

生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的好方法 。当历史

的网络建立起来后 ,学生就会发现每一历史
事件与历史人物在历史的网络点上 ,都与周

围点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的关系 。

如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我要求学生先

将洋务运动前后出现的情况作一列举:1.第

一次鸦片战争失败;2.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

一些工厂;3.林则徐 、魏源等新思想萌发;4.

英法等西方列强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

5.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6.太平天

国运动兴起并发展;7.总理衙门建立;8.中

国近代工业兴起;9.汉族官僚在清政府中的

地位上升;10.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11.

一批广方言馆及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兴起;

12.清政府与英 、俄 、日等国签约 ,解决边疆

新危机;13.清政府在中法 、中日战争中失

败;14.维新变法运动兴起。

以上事件的相互关系 ,可以这样分析:1 、
2 、3 、4条是洋务运动的远因 ,5 、6条是洋务运

动的主要的和直接原因 , 7条为创办洋务运

动的推动机构 , 8 条为洋务运动的内容 , 9 、

10 、11 、12 、13 、14条为洋务运动的影响。

将这一关系用网络表现出来 ,其中在知

识网络上 ,横向排列的是指同一历史发展阶

段中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 、军事等方面的现

象 、事件 ,纵向则表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

关系 。

　　这一网络反映了 19世纪 60—90年代中

国社会的总体情况 ,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

会各种变化的相互关系。通过以上网络 ,我

们可以引导学生理解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事件

及其相互关系:洋务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产物 ,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早

期工厂为洋务派提供了经济模式;鸦片战争

中出现的新思想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思想基

础;《北京条约》签订后 ,中外反动势力暂时和

好 ,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政治 、经济 、技术条件;

清朝军队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以及清军镇压

太平天国的不利 ,将洋务运动提上日程;“剿

发捻 ,勤远略”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 。

受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派(主要为汉族

官僚地主)在清政府中地位明显提高 ,李鸿章

曾居清朝的外交 、洋务 、北洋海军的决策中

心。在洋务运动影响下 ,中国的经济 、政治 、

军事 、外交 、思想 、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
变化 ,这些变化有的是直接的 、显性的 ,有的

则是间接的 、隐性的 。

用联系的方法研究历史 ,首先要注意分

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一般来说

都存在于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之

中 ,存在于以往历史发展造成的传统势力或

新的趋势之中 ,表现为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

面。

用联系的方法去研究历史 ,可以较全面

地 、客观地分析历史现象 、事件的历史必然性

以及各种现象 、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影响 ,

从而确定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地位。

四 、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阶级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不
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作为统治阶级 ,

不管是奴隶主 、地主 ,还是资产阶级都将维护

自己的阶级利益 、巩固自己的统治作为各种

活动的出发点 。虽然有时他们也会采取一些

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措施 ,其目的仍是为了

缓和阶级矛盾 ,稳定社会秩序 ,巩固自己的统

治。因此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中 ,应运用

阶级分析的方法 ,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阶级

社会的现象 ,找出问题的本质 。

决定个人 、集团 、政党政治态度的是其阶

级利益 ,而其阶级利益的核心 ,又是其经济利

益。因此在进行阶级分析时 ,要着重研究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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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政治 、思想斗争背后的 ,最终起着决定作

用的经济关系。

在法国大革命的学习中过程中 ,我抓住

资本主义发展同封建专制制度的矛盾 ,帮助

学生理清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

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

求自由贸易 、自由竞争 ,要求打破行会限制与

关卡现状;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壮大 ,要求结束

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 、特权制度 ,使自己上升

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正是在这种

条件下产生并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斗争

的思想武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城

市中手工业者与资产阶级 ,农村中农民与地

主的两极分化 ,加重了手工业者 、农民及其他

劳动者的贫困 ,引起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普遍

不满;王室挥霍无度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形

成了尖锐的矛盾 ,封建君主在加大对人民的

赋税负担的情况下 ,转而向原有的特权等级

征税 ,引起贵族叛乱 。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

治下去了 ,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资产

阶级革命于是到来。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在大革命中曾

经有君主立宪派 、吉伦特派 、雅各宾派 、热月

党人掌握政权。由于他们面临的政治形势不

同 ,因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有所不同。但其

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扫除封建障碍 ,发

展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有过高潮 ,也有过

低潮 ,还有过反复 ,其中也有始终不变的东

西 ,这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巩固资本主义社会

秩序 ,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 。

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上个人 、集团 、

政党进行分析 ,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思想 、观

点 、政策和行动来判断他们代表哪个阶级的

利益 ,而不能仅以他们的出身 、门第判断其阶

级属性 。康有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资

产阶级维新变法的领袖 ,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主要是因为

康 、梁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提倡发展资本主义 ,

倡导建立君主立宪政权 ,这些主张反映了正

在成长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如果以

康 、梁的出身 ,康 、梁的身份去判断 ,则只能将

他们划入封建地主圈子 ,就无从分析他们的

历史作用了。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工党开始执

政。如何判断工党的阶级属性呢? 同样应以

他们在执政时期的政策来判断 。工党不管其

名称如何 ,最初的口号如何 ,在其执政后 ,保

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发展资产阶级国家

权利 ,镇压无产阶级的斗争等都表明工党是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正如上面所举英国工党一例 ,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 ,英国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垄断资

产阶级 ,支持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

义。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 ,不论统治者出身

于什么阶级 、阶层 ,都只能从资本主义经济水

平出发 ,为这个经济服务 。在资本主义经济

尚有强大生命力之时 ,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取

资产阶级而代之 ,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 。

帮助学生学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考察

历史人物言行的性质 ,分析历史事件的意义 ,

是使学生清楚地认识错综复杂 、尤其是剧烈

变动中的社会的有效方法 。

由于在历史教学中坚持以唯物史观引导

学生分析历史问题 ,因而使学生在辨别 、分析

历史问题的能力上明显提高。今年文综试卷

虽有较大的灵活性 ,我校学生的历史试题仍

取得较高成绩。根据对 29 位学生答卷情况

的统计 ,历史部分平均为 86.67 分。其中选

择题部分第 14 、17 、18 题是运用已学过知识

分析新情况的题目 ,学生的正确率为 69%、

97%、79%,第15 、26 、27 、28 题为深化课本知

识的题目 ,学生的正确率为 76%、83%、83%、

76%,第 16 、19 、21 、22 题学生的正确率为

100%。

实践证明 ,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教学 ,是

培养学生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提高学生历史

分析能力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天津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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