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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在上海市教委指导下成立的历史教

育教学研究基地，承担了服务上海市中学历史

教学改革的任务。这些年来，我们和上海市各中

学的历史老师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

动。这次与上海市高中历史德育教育实训基地

共同主办“唯物史观的学术机理与教学运用”读

书报告会，希望借此探索新时期中学历史教育

如何更好展开。

“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已

列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并

且要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角度地展现历

史演进的基本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组织这样的

活动自有其重要性，既可以提高教师对于唯物

史观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深入思考如何结合具

体的教学内容，更好发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具

有的育人价值。
今天听了各位学员的报告，非常受启发。必

须承认，让高中学生理解“唯物史观”，并不容

易；也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愿意结

合我个人对此的思考，从三个面向谈谈我的看

法。

其一是如何把唯物史观的学术机理与教学

实践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是颇为关键的一

环。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很难要求他们通过阅读

原著的学习方式了解唯物史观，教师结合教材

的内容去讲授，或许可以取得一定的效果。实际

上，正在编写的高中历史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

要》，所制订的“内容标准”即安排有介绍马克思

的学说、介绍唯物史观的内容。换言之，有必要

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

思的学说及唯物史观。如第七单元中国共产党

的成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其中就涉及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能结合相关内容，介

绍唯物史观构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且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产

生重要的影响，是因为回答了中国是一个怎样

的社会、进而中国需要开展怎样一场革命的重

大问题，则唯物史观的学理也与具体的教学实

践结合在一起，更便于学生理解。

同样的，在世界近代史板块中，也有马克思

主义诞生的内容。在今天的活动中，一开始就展

示了马克思诞生的时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理

解，确实很有必要结合时代背景切入。举例来

说，我们都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是立足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然而阅读《共产党宣言》，可以注意

到其中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

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

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我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有别于其他的空想社

会主义者。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探

索，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发达国家

爆发，也是缘于此。因此，结合中外历史演进的

脉络，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以及在近代中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或许更

能体现唯物史观所具有的核心价值。

其二，对“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的把握，应立足于其理论的完善性展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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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应注意是否能“自圆其

说”。我在大学开设了《史学导论》这门课，其中

有一个板块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

理论以及对历史发展的理解”。为此，除了向学

生介绍《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外，我

还特意向学生介绍了曾经担任国际历史学会主

席的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的趋向》中对此的

阐述。书中就特别指明：当代世界唯一能够自圆

其说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
结合今天各位学员在报告中所谈到的问

题，我想这对于深入认识唯物史观，也是极为关

键的。换言之，我们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现象的

解释，有必要考虑是否能“自圆其说”。按照巴勒

克拉夫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总和的观

念，从多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影

响。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两个环节：第一，促进历

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

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

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正是认识唯物

史观重要的一环，那就是对于历史现象的考察，

需要避免将其视作孤立的事件，而有必要立足

于全面的眼光进行审视，并且，基于“长期的过

程”进行判断。其次，在巴勒克拉夫看来，马克思

的贡献还体现在促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

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做整体的

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

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这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体现的是全面看历史的一种眼光。相应的，也要

避免以一种固化的形式，加诸历史现象所谓“必

然发生”“难以避免”这类的解释。试想想，一段

已经发生的历史，我们加上必然、不可避免这样

的字眼，有说服力吗？这其实并没有传递具体的

信息。多姿多彩的历史现象，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解读，或许是很难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

第三，对唯物史观的把握，也有必要结合其

他核心素养同步展开。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所关

注的是唯物史观的学术机理以及在教学环节的

具体运用。刚刚几位老师在发言中都提到了，最

近公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017 年

版）》，强调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个

方面。对此，在课程标准制定过程中就不乏争

论，似乎唯物史观应该是指导思想，其他的核心

素养则涉及史学的基本技能、社会功能等环节。

结合今天各位学员的报告，倒是给了我们重要

的启示。这些学科核心素养，本身构成了有机的

整体，不应该割裂开来。今天各位学员对唯物史

观的阐述，无论是结合原著，还是与课堂教学结

合起来，所体现的正是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乏学员是立足于“时空观

念”来理解唯物史观；也有好几位学员以史料为

依据，通过“史料实证”的方式去解读马克思的

经典著作。此外，也有学员致力于结合时代背

景，对于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提出“历史

解释”。这恰好证明有必要将唯物史观与其他核

心素养结合在一起，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

习，逐步形成一些关键能力。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已经

公布，新的教材正在编写中，很快就会进入具体

的教学实践环节。应该承认，如何在教学环节落

实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实际构成一线教师最

大的挑战，需要通过深入学习，充分研讨，才能

更好加以应对。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上海市历

史教育教学研究基地，还将继续与上海市各基

地的历史教师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落实好上

海市教委所布置的各项工作。期待着与各位专

家、各位教师继续合作，共同推进上海市基础教

育的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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