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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刘 晓
］ 课堂观察

立足史料实证提升历史素养
——

以
“

辛亥革命
”
一

课为例

〇 罗太霞

“

史料实证
”

作为髙 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其与

唯物史观 、家国情怀等素 养具有 同等的地位。

“

史料实

证是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 ，并运用可信史料努力 重现

历史的态度和 方法
”

［
｜
］

。 这里有 两个关键点 ，

一是史料

实证素养的培养必须以 史料为基础 。 那么 究竟什么是

史料 ？ 梁启超说过 ：

“

史 料者何 ？ 过去人类 思想行事所

留之痕迹 ，有证据传留至今 日者也 。

”
［

２
１

傅斯年更是直言

不讳地说道 ：

“

史学便是史料。

”

梁启超在 《 中学历史研究

法 》 中叙述道 ：

“

史 料为史之组织细胞 ， 史料不具或不确 ，

则无复史之可言。

”

由 此观之 ， 史料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

对象 ，
无论是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抑 或在历史课堂教学中

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 。 二是用史料实证历史 。 那

么史料如何才能实证历史 ？ 叶小兵认为 ：

“

史料实证是

指通过严格的检验获取可信的史 料 ， 并据此努力 重现历

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

潘承生在 日 常教学实践中发现 ，

对待史料
一

定要慎之又慎 。 如何做到科学选取史料 、正

确解读史料以及灵活运用史料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 ，潘承生在

《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 史料如何实证？
——

漫画 〈舆

导者 。 公车上书中的
“

公车
”

指代上

京考试的举人
，
即举人们在会试后

向光绪皇帝上书。 对 中 国近代史有

着深人研究的专家——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学系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 了

军机处各类档册 中的相关文件 ， 结

果发现 ： 自 １ ８９４ 年 ２ 月 １ ７ 日 至 ４ 月

２ １ 日
，
两个多月 的时间里

，
反对和谈

的奏折、 电报多达 １５０ 余次 ，参与人

数超过 ２０００ 余人次 …… 在官员 们

的策动下 ，
人京会试的举人们的热

情同样高涨 ， 各省公车 自 行联名上

书有 ３ １ 件 ，
共 １ ５００ 余人 次签 名 。

至于康有 为在松筠庵所组织的那场

签名
，
因未 曾前去上书 ，

在当时并无

政治影响力 。 而 《公车上书记》后附

的 《序文 》 中 ，
也根本没有提及康有

为 、梁启超是公 车上书领导者。 理

由 ３： 长期以来 ，特别是 自 晚清 以来 ，

谈及
“

公车上书
”

，
所用史料基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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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教学实践的反思》 （ 以下简称潘文 ）

一文
，该文提出

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拟用史料应该遵循三大要点 ：

一

是原

其始 ：弄清史 料 的来源 ；
二是征其实 ： 要重 回 史 料的 现

场
；
三是慎其思 ： 思量史料进行实证的逻辑和路径 ，

方能

确定史料 的可靠性
［ ３ ］

。 潘文无疑为 中学历史课 堂教学

如何进行史料实证教学指 明 了 方向 ， 同时也是对历史核

心素养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 在潘文的影响 和启示下 ， 笔

者以历史核心素养为切人点 ，
以

“

辛亥革命
”
一

课为例 ，

探讨如何运用史料实证去构建高中生多元化史观体系 ，

拙文所论失当之处 ，
敬祈方家斧正。

＿

、 史料实证与
“

史料教学
”

史料教学是教育界流行多年的话题 ， 伴随着新课程

改革 的进行
，
史料教学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

一

线教

学实践中都取得 了 突出 的成就 。 但传统的史料教学 中

也存在诸多 问题 ， 如
一

些 教师为 了使用 史 料而使用 史

料 ，
出现史料堆积 、 弃教科书 ， 唯史料等现象。 更有 甚

者 ，
明 明很显 而易见的问题 ， 还非得呈现史料 ，这实质上

了学生的思路 ，
由于有 了争论的良好

氛围
，其他同学也纷纷发表 自 己 的看

法
，有的说在 网上看过 了

一篇 为《转

型中 国 １ ８６４
—

１ ９４９ 》第 ３２ 期发表过

上述观点。 因此都赞同 Ａ 同学的观

点 ，
就连从不服输的 Ｂ 同学也表示有

理有据。 历史都是人写的 ，每个人写

历史时都会受到 当时社会背景和个

人因素的影响 。 所以我们 的历史课

本上书写的也并非完全是真实的历

史 。 学习历史时
，
不仅仅是了解基本

的历史知识 、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 、历

史现象 ， 更重要 的是通过历史的 学

习
，树立求真 、求实和创新 的科学态

度 、批判的思维和辩证的观点。 而这

些又是我们将来在纷繁复杂社会辨

析真伪的重要条件 ，
也是合格的公民

必具的素养。

（ 作者地址／江西 省输 州 市 崇 义

县章 源 中 学 ，
３４ １ ３００ ）

材于康有为 自 撰 《我 史 》 ，
在历史课

本上有关介绍
“

公车上书
”

事件的 史

料或引 用 ，
也是来 自 于 康有为 自 编

的 《我史》 。 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该书

提出 了一些质疑
，
茅海建教授就指

出 ：

“

康有为 在 《 我史 》 中 所记录 的

事是大体可信的 ，其之所 以不可信 ，

在于他用 了 张扬 的词语
，实为 自 己

捧 自 己 ， 有夸大 自 己 的 作用而 已
”

。

综上 所述 ，

Ａ 同 学斩钉截铁地说 ：

“

康有为 根本就没有去上书 。 客观

地说
，
当时还是一介书生 的康有为 ，

根本不具备领导十八省举人上书 的

资格 。 此举之事是康有 为实在是为

了张扬 自 己 。

”

传统的一言堂式教学已经不适

合于当代的 中学生。 因此 ，
教师必须

跟上社会和学生发展 的脚步 ，革新 自

己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 。 正是 因

为争论的环节 ， 大开学生视野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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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 了史料的真正价值 。 不加选择
，
不顾实际的用 史料

堆砌课堂
，
出 现的 问题就是 ，

学生来不及阅 读史料及思

考教师呈现的问题 ，
往往教师就 自 己 说出 了 答案 ， 这就

出现 了新的教师一言堂的 现象。 随着史料 实证素养 的

提出 ，

一

些教师谈到 ，
史料实证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跟我

们在教学 中提倡并实施多年 的史料教学并无区 别 。 那

么事实果真如此 ？

何为史料实证教学 ？ 笔者拙 文 中 的史 料实证教学

指的是立足
“

史料实证
”

的史料教学。 很显然
，
它还是一

种史料教学
，但不 同之处在于要立足

“

史料实证
”

， 两者

的基础都是史料 ，但史料实证教学重在
“

实证
”

二字 。

正如前文 引文 中所 阐述那样 ， 需要通过严格的检验

获取可信的史料来实证历史。 这里面所要强调的
“

可信

史料
”

。 史料作为历史认识的基石
，
历史学家对史料的

分类也各不一样。 傅斯年将史料分为
“

直接史料
”

和
“

间

接史料
”

。 也即我们 通 常所说的
“

第一手史料
”

和
“

第二

手史料
＂

。 所谓的第
一

手史料就是没有经过 中间人手进

行修改 、省 略或转写 。 第二手史料则 是经过 中 间 人修

改 、省略与转写 。 教师在史料实证教学过程 中 ， 首先 ， 区

分不同类型的史料 ，从获取 的材料 中提取信息 ；其次 ，要

认识到 史料的价值及作用 ， 尝试运用史 料作为证据 ；
再

次 ， 利用不同类型的史料长处进行互证 ，做 出合理解释 ；

最后 ，
辨识史料作者 的意 图 ，恰当 地运用材料建构 自 己

的叙述 。 这方面要求教师在选取史料的过程要一定辨

别真伪和恰如 其分 。 这需要对史 料本身进行深人的辨

析和追 问 。 例 如 ，
在

“

辛亥革命
”

这
一

课 中 ， 我们 如何选

取和利 用史料进行实证教学 ？ 有关辛亥革命的 史料可

以说汗牛充栋 ，
有档案 、有 日 记 、有实录 ，

有传记 、有 回忆

录等 。 不 同 的史料对历史的史实记载总会有所 出人 ，对

于 日记和回忆录等记录者均为当事人 ，
反映 了 当事人从

自 身的立场出 发对史实 的记载 ，这其 中夹杂着记述者 的

主观意图 ，有时候并不能如 实反映其真实 的历史 面相 。

而原始档案则是第一手史料 ，
客观性与真实性较之前者

都比较高 ，
具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 。 因 此

，
在

“

辛亥革命
”

这
一

课 ，教师如果想要很好地还原那 １ ０６ 年前那场惊心

动魄的革命 ，最好査 阅和选取 中 国史学会所主编 的 《辛

亥革命》或者 《近代 中 国史 料丛刊 》 ，上述两种 史料较之

今人所主编 的史书都具有较高 的史料价值 。

二 、通过史料实证培养学生 多元史观

史观是历史学的灵魂所在 。 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规

定高 中生必须要掌握以 下六种史观即 ： 现代化史观 、全

球史观 、文 明史观 、社会史观 、革命史观和唯 物史观 。 尤

其在高考试题也体现出
“
一

元多观
”

的史学观念。

［
４

］

在坚

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 ，开始注重吸收和借鉴其他史学观

念和史学方法 。 高 中历史课堂教学中 ， 如何运用史料实

证去培养学生构建多元史观体系 ？

首先 ，
教师要确定教学主题 ，

精选史料 。 教学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为 目 的 。 在进行课堂教学之前
，
教师要

提前确定好教学主题。 并且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 的心

理特征 、学习基础和思维发展水平去精选史料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也
“

映证
”

了上文所阐述 的史料实证教学过程

中要辨别史料的 真伪和恰如其分地选择史料 。 这样
一

方面能够完成新课标所规定的教学 内容 ， 另
一

方面也能

够引起学生们学习 历史的兴趣 ， 达到真正使用史料的 目

的 。

“

辛亥革命
”

在初 、高 中历史教学中都有所涉及 ，
是

高中历史教学 中 重难点 内容 。 长期 以来 ，
史学界对辛亥

革命所研究的角度不一 ，
得到的评价和结论 自 然 也不

一

样 。 因此
，

以辛亥革命为例 ，
选取不同 的史料 自 然就会

得 出不
一

样的史论 ， 正所谓
“

论从史 出 、史论结合
”

。 这

对于培养学生使用不同的历史观点去提 出 不同的历史

问题大有裨益 。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的考量 ，
笔者认为在

辛亥革命教学中 ，
应该选用不 同的 史料去实证不 同 的史

学观点 ，这样能够使学生更 加全面 、深刻地了解辛亥革

命那段历史史实 ，
同时也发展 了高 中生的多元史观。

如从现代化史观选取的史料
“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

国民全体……中华 民 国 国 民一律平等
，
无种族 、 阶级 、宗

教之区别 ； 国 民依法享有人 身 、家宅 、 财产 、营业 、言论 、

出版 、集会 、结社 、通信 、 居住 、迁徙 、信仰等 自 由
，
有请

愿 、陈诉 、诉讼 、任官 、考试 、选举及被选举的权利 。

”

这段

史料是 出 自 《 中华 民 国临时约法》 ，其客 观性与真实性毋

庸置疑 。 通过这段史料的分析 ，
学生不难发现 中华 民 国

约法的意义在于从法律上宣告 了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走

向灭亡和民主共和 观念的确立 。 约法进一步体现 了主

权在民原则 ，成为近代 中 国 民主化进程 的一座 丰碑。 从

而学生可 以进
一

步 明 确 临 时 约法所 体现的 是现代化

史观 。

如从社会史观选取史料 ：

“

辛亥革命在移风 易俗上

做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 革命派希望从各

方面求得人们身心 的解放 ， 因 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 的国

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 固共和制 度最基本 的前提 。

”

运

用这段史料实证辛亥革命后 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 的 变

化？ 仅仅是推翻 了 封建君主专制 ？ 中 国 人 的衣食住行

有没有发生改变 ？ 通过史料 ，
学生能够从社会史观去解

读辛亥革命给 中 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

如从革命史观选取的史料 ：

“

鄂州政府由 都督任命

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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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务委员 、议会 、法 司 等部分构成……人 民
一律平等 ，

有言论 、集会结社 、通讯 、信教 、居住等 自 由 …… 都督 由

人民公举
， 任期三年 ，

连任以一次为 限…
…

议员 由 人民

选举产生 ，
议会可以 向政务委员提 出条陈 、质问 ，要求答

辩或弹劾 。

”

上述史料是选 自 《 中华民 国 临时约法 》 ，
从约

法来看 ，
该法的颁布极大地推动 了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在

中 国 的进程
，
为中华民 国成立以及尔后所颁布 的临时约

法奠定 了法律基础 。 同学们也很容易从史料 中看 出 辛

亥革命是近代中 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 。

如从全球史观选取史料 ： 列 宁对 中 国辛亥革命 的世

界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 。 他指 出 ：辛亥革命不仅标志着
“

地球上四分之
一

的人 口 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 ，
走

向光明
，

投身运动 ，
奋起斗争了

＂

，而且也意味着
“

极大的

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 出 现…… 我 们现在

正处在这些风暴 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 的时代 。

”

他

还认为 ，

“

亚洲 的觉醒和欧洲 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

争的开始 ，标志着 ２０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 界历史 的一

个新阶段
”

。 该段史料选 自 《列宁全集 》 ，
从史料中 ，

学生

也很容易解读出 辛亥革命是世界 资产阶级革命的重 要

部分 ， 推动 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
将 中 国 与世界

紧 紧地联系在一起 。

从文 明史观选取史料 ：辛亥革命前 ，
没有辫子会被

人耻笑为里通外国 的汉奸 ；辛亥革命后 ， 留辫子会被人

视为封建余孽
，

耻笑为
“

猪尾 巴
” “

满奴
”

。 从上述材料

中学生们可以看 出 ，辛亥革命不仅导致人们的 日 常衣食

住行发生改变 ，
而且将中 国 由 传统的农业文明开始 向现

代文明进行过渡 ，极大地推动了 中 国历史的进程。

其次 ，
带领学生 正确解读史料 ，

启发学生 的思维想

象力 。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
“

引导者
”

，
在课堂教学中扮

演着重要 的角 色 。 如何带领学生正确解读史料 ，
启 发学

生们的思维想象力 ？ 笔者认为 ， 作为历史教师要具有较

高史学素养 ， 要具备帮助 学生解读史 料 、理解史料的能

力 。 例如 ，
教师在呈现 《中华民 国 临时约法》时 ：

“

中华 民

国 由 中华人民组织之 。

”“

中华民国之主权 ，
属于国 民全

体 。

” “

中华 民 国人民
一

律平等 ，
无种族 、阶级 、宗教之区

另 Ｉ

Ｊ
。

” “

人民有请愿 、诉讼 、考试 、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

”

“

中华民国之立法权 ，
以参议院行之 ， 临时大总统 由参议

院选举之
”

。 通过上述史 料 ， 教师 帮助学生解读其 中所

蕴含 的历史理解 、历史解释以及历史观。 从
“

人民有请

愿 、诉讼 、考试 、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
”

中可 以 看 出 临 时

约法规定了人 民的 基本权利 。 从
“

中华 民 国之立法权 ，

以参议院行之 ，
临 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

”

，
可以看 出

民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 由 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
引导

学生进行思考 ，
它与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比较相似 ？ 以此推断出辛亥革 命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 ，

而且对中 国步人世界近代化起到重大作用 。

最后
，用不同史观进行对比 ，

深化学生 的认ｉＲ 。 论述

到
“

辛亥革命
”

这一课
，
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大 的历史人

物——孙中 山 。 对于孙中 山 如何学会用不 同的史观去评

价这
一

历史人物 ？ 有的学生会说 ：

“

孙中 山领导辛亥革命 ，

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
是当之无愧的近

代中 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

”

上述对孙中 山 的评价是以革

命史观为出发点 ，
对孙中 山

一生作 出总结性的评价 。 也有

学生会说 ：

“

孙 中 山是最先倡导移风易俗的人
”

，辛亥革命

后 剪辫易服
”

风潮席卷 中华大地。 对此该同学是基于

社会史观对孙中 山作 出评价 。 还有学生认为 ，
孙 中 山是中

国现代化光辉先驱 ，
该同学是从现代化史观对孙 中 山作 出

评价 。 因此
，
历史教学 中我们在理解史料的基础上 ． 要学

会用不同 的史观去培养学生进行历史事件的解释能力 ，
这

样可以进
一步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

三 、教学反思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波斯纳说过教师 的成长在 于其

经验加反思 。 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溢 的经验 ，
如果教师

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人思考 ，那么他

的发展将大受限 制 。 通过本节课教学给笔者带来最深

刻的感受就是如何精选史料 ，
将史料真正 的用

“

精
”

、

“

全
”

， 发挥史料实证教学的优点。 传统的史料教学对于

史料的精选工作 ，
教师关注度不是很多。 这样就会直接

或间接对学生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也造成了
一

定障碍 。

有鉴于此 ，
笔者提 出 认为在今后的历史教学 中要做到 ：

首先 ， 要精选史料 ，
以整合课堂教学 内 容 。 其次 ， 要正确

解读史料 ，运用不同 的 史观去 阐述 同
一历史事件 ，

以加

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

［
１

］赖 少云 ． 关 注史料教学 传承 学科素 养——基于提

升
“

史料实证
”

素 养 的 高 中 史料教学 的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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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
２００８ ．

［ ３ ］潘承生？ 史料如何 实证——漫画 《舆论》教 学 实践

的反思 ［ Ｊ ］
． 历 史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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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章志平 ． 应充 分发挥 史料在学 生 多 元 历 史观培养

中 的作用——以 《 洋务运动 》教 学 为 例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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