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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实践的理论根柢与应然逻辑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

邓 宇,郑 家 福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

为主旨的思想方式与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及历史教学皆有着深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人学观

照下的历史可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两方面审视。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历史的

整体创造是基于“人的需要”,其发展有赖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观点

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柢和逻辑导向。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在于:把握个体理解原则,注重历史

情境建构;坚持整体认知原则,多方面呈现相关史料;重视因果解释原则,厘清历史因果关系;遵循史观统领

原则,辩证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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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不仅是教育的前提,亦是教育的目的。

人是教育实施与接受的主体,因而有人方有教

育的产生与存续。教育应当在充分把握人之

本质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实践。教育的目的

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因此,苏霍姆

林斯基指出“教育———首先是人学”[1]。马克思

主义人学是科学的人学,是“一种奠基于人的

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放

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的思想方式及其理

论学说”[2]。马克思主义人学探讨的内容包括

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与人

的发展等命题。

历史教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样积淀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因此,

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来审视历史教学应是历史

教学研究与实践的应有之义。从历史教学的

学科属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照下的历史

教学主要涉及两对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人学

与历史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教

学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人事也。从历史整体的发展趋势来

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3]65。从

历史个体及人事关系来看,“历史以人为主,有

人始有事。只有人来决定事,不能由事来决定

人”[3]92。马克思重视历史进程中人的首要地

位,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146。概论之,马克思主

义人学与历史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历史存在

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三个层面。其

一,从历史的存在论而言,历史的本质是人,历

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因为“历史是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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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结构,人生存所形成的历史本身就是自

身生存的根据,历史就是存在本身”[2]。其二,

从历史认识论而言,历史的基本含义有两层:

第一层是指过去的“真实”,第二层是指对过去

“真实”的记录。由于第一层“历史”具有“不可

复现性”,人们主要依据第二层“历史”来认识

和探究第一层“历史”。而第二层“历史”的直

接表现就是研究主体对人的过去活动的认识

以及对这一认识的阐释和记录。历史既具有

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从主观性而言,可以

从人的认识角度为历史下这样一个基本的定

义:历史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过去人之活动的

认识。“人类一切认知活动的目的是要认识人

自身。”[5]因此,从历史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人类

一切活动终极指向是人本身,是为了满足人的

需求,提升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其三,从历

史方法论来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

重要理论创造,“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

础及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6]4。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它的前

提是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

到的、在 一 定 条 件 下 进 行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人”[4]15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论

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与历史教学的关系

杰罗姆·布鲁纳(JeromeSeymourBruner)

曾指出,“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应该同所教学

科里基本观念的教学密切结合起来”[7]。历史

教学理论与实践应建立在对历史的正确理解

和认识基础上。一方面,正是由于历史学科和

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生俱来”的联系,马克思主

义人学成为历史教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另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学对历史的观照又反过

来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本身

的内涵和底蕴,并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

根柢。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历史教学作为人之

教育的构成之一,其直接目的是促进学生“成

人”,而达成该目的的路径在于引导学生通过

对由“人事”组成的历史的学习,获得历史学科

的知识、技能和品格,生成历史认识与历史智

慧,以增强“人之为人”的意义感,进而实现历

史自觉意识的提升和精神境界的通达。但从

实然的角度审视历史教学,即使在注重培育学

生核心素养的时代,单纯以历史知识习得为主

要目标的教学样态仍然存在。其中教师与学

生的身份分别类同于信息的输出端和接收端,

而非实在的“人”。在历史教学研究中,从马克

思主义人学视角来观照历史教学的相关研究

并不多见,且已有研究较少基于马克思主义人

学与历史的关系来探讨历史教学。正是由于

对“人”的忽视,在一定程度导致了历史教学中

马克思主义人学“缺席”的现象。有学者针对

这一现象指出:“由于时代和意识上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学校的历史教育在强调历史唯物主

义的指导时,并没有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丰富

性,特别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为基础

研究历史教育的价值论、功能论方面,我们还

做得很不够。”[8]

综上,历史学科在历史存在论、历史认识

论与历史方法论等层面皆具人学底色,而在此

基础上历史教学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张力呼唤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在场。但马克思主义人学

并不直接观照历史学科与历史教学。因而,立

于何种站位以确定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观察视

角就显得尤为重要。恩格斯曾指出:“无论历

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

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

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9]254

从中可以发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至少存在两

种视角,即“每一个人”和“人的合力”,亦即一

定意义上的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基于此,本

文拟将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作为马克思主义

人学观照下历史教学的“视域切口”,以此理解

和认识历史,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历史教学实践

逻辑。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下历史教学

实践的理论根柢

  “社会就是人,具体的社会是现实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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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现实的历史就是人

的实践史。”[10]社会与历史在本质上具有一致

性———共同的“人”之底色,这为人们认识马克

思主义人学观照下的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人的需要”“人的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重要命题。在本文的

逻辑框架中,前两者主要观照历史个体,后两

者主要观照历史整体。具体言之,对历史个体

的认识主要以历史中“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

进而考察处于历史“情势之网”中“社会的人”;

对历史整体的认识主要在把握历史个体的基

础之上继续从“人”的视角分析由人的活动所

组成的历史整体的创造与发展。

(一)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的“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核心

概念。“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

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

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4]151马

克思与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以及“一般

的”人的概念进行了扬弃和超越,在重视人的

能动作用的理念下,从实践维度将“现实的人”

引入了研究视域,并将“现实的人”作为其宏大

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就是一个

“异乡”,但时空变幻中“存而不在的历史”并非

是不可知论的“囚徒”。人所具有的现实性特

质为人们认知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即基于“当时的现实”对客体进行考察和审视。

历史本质上就是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因为

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的“现实的人”。正是因

为这样的现实性,所以过去的“现实的人”及其

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去的物质条件的

约束。因此,在认识历史中的个人及其活动

时,人们就应当重视其“现实性”,不能用超越

时代的眼光去苛责之,“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

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9]247。马克思的论断为

人们认识历史及历史学科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

据,即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本身及历史认

识的逻辑起点。

(二)历史中的个人是过去的“社会的人”

历史价值的认知与理喻之所以成为可能,

除了对历史中“现实的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的追寻外,其重点还在于对历史“情势之网”的

建构与编织。“现实的人”并非是单个的、与世

隔绝的“原子式”的个人。在与他人共同进行

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体现为不同

的社会关系。因此,历史教学既要把握历史中

的个人,还应当认知社会历史中的个人。马克

思曾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

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

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

会联系、社会本质”[11],而这样的本质也在共同

实践中得以体现。因此,在对历史中的个人进

行考察和认知时,人们不能罔顾其社会关系,

孤立片段式地认识历史中的个人,而应从其历

史实践过程以及社会关系中审视之。英国著

名历 史 学 家 赫 伯 特·巴 特 菲 尔 德(Herbert

Butterfield)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历史

上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仅仅是整个情境中

的一部分而已。而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

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时刻发生的全部事件。

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

事物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于一个关

系网之 中,换 言 之,将 其 置 于 其 历 史 语 境 之

中。”[12]15因此,人们应基于“社会的人”的理论

视角,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进一步具体认识历

史中的个人。

(三)历史整体的创造是基于“人的需要”

较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

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

为”[13]。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

式是人类进步、社会形成、历史发展之“原动

力”,因为其“构成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实质性内

容,成为合理理解现实的人和各种社会现象的

基础”[14]。从另一角度来讲,能够理解并解释

人的需要,实质上也就洞察了人的本质、社会

的发展与历史的演变。马克思进而从人的需

要的角度为历史整体的创造进行了具体阐发,

他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

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

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

87



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159。简言之,人基于不

同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活动,历史的整体创造则

由此展开。历史就是时空维度上不同的人的

各类需要所凝结的合力及其结果的外显,是无

数人基于不同需要所进行的社会历史实践的

有机集合。基于“人的需要”视角的历史认识,

能够让人们明白“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

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

己的社会从中获益”[15]。
(四)历史整体的发展有赖于“人的发展”
“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存在,一种社

会性存在,是通过发展求生存的存在。”[16]从历

史整体发展的直接表现来看,历史就是各个时

代的不断赓续。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本质属

性观之,历史可视为过去“现实的人”不断发展

的过程。“人的生产活动是人本身发展的动

力,而现实个人的发展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核心

内容。”[17]

历史的整体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

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人的发展是历

史整体发展的起点。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

“现实的人”的存在,而人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必

然要进行一系列基于物质的实践活动。这一

系列实践活动在时空维度上呈现为历史。因

此,历史整体发展的前提是人的发展。其二,

人的发展与历史整体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即
一定的历史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

又会促进历史整体的发展,尤其历史英雄人物

对历史整体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这

一观点类似历史英雄人物与历史时代的关系,

时代的发展孕育、造就了英雄,而英雄的成长

又引领着时代的进步。其三,历史整体发展的

终极价值在于促进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唯

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遵循着由低级向高级发

展的规律,并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

历史形态。这五大社会历史形态产生发展的

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而这两对矛盾运动之所

以产生且被认识,就是由于人的发展。“人的

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最高尺度和表现,无论

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还是人作为社会

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都与人的发展密切相

关,都必须通过人的发展来反映和裁定。”[18]马
克思 主 义 指 出,在 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 最 高 形

态———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社会历史整

体发展的最高目标及价值就是促进每一个“现
实的人”的发展,进而实现“一切人”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下历史教学

实践的应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照下的历史可从历史

个体与历史整体两方面审视。基于马克思主

义人学关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观点,本研

究尝试构建历史教学实践逻辑框架,即马克思

主义人学视角下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如
图1所示)。该逻辑框架注重从“现实的人”与
“社会的人”两个视角来认识历史个体,并分别

落脚于历史个人与社会历史中的个人;注重从

“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两个角度来阐述历

史整体,并分别指向历史的创造与发展。历史

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认知由人的

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并把握这一实践活动

过程中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发展态势。在

此基础上,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在于:“现
实的人”所指向的“历史个人”的观点要求把握

个体理解原则,进行历史情境建构,强调引导

学生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社会的人”所指

向的“社会历史中的个人”的观点要求坚持整

体认知原则,多方面呈现相关史料,促进学生

对历史事实的整体认识;“人的需要”促进“历
史创造”的观点要求重视因果解释原则,厘清

历史因 果 关 系,帮 助 学 生 提 升“历 史 解 释 素

养”;“人的发展”促进“历史发展”的观点要求

遵循史观统领原则,引导学生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辩证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这四个方面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下历史教学实践

的整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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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下历史教学实践的应然逻辑

  (一)把握个体理解原则,注重历史情境建构

有研究者认为“没有一种活动不是情境性

的”[19]4。历史教学实践当然也是一种情境活

动,它要求“涵盖完整的人的全面充分的理解,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大量有关世界的事实性

知识;它强调与世界的交互活动;强调主动行

动者 (agent)、活 动 和 彼 此 相 互 构 成 的 世

界”[19]4。历史的“不可复现性”使得学生难以

直接认识历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

重历史情境的创设与建构,并在历史情境的营

造中引导学生与过去世界对话,从而提高学生

对历史的理解能力。《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22年版)》尤其强调历史情境在教学过程中

的作用,并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在教学过程

的设计中,教师要先设法引领学生在历史情境

中展开学习活动”[6]58,同时提出教学的具体要

求,即“精心设计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和

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探究历史的实践活

动,使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形成自己对历史的正确认识”[6]55。一

方面,“现实的人”这一视角能够丰富和加深人

们对历史情境及其价值作用的认识。历史中

的个人与“我”同是“现实的人”,其差别仅在于

时空的不同。因此,“我”与“历史他者”所共同

具备的“现实的人”的属性,成为学生能够理解

历史的前提条件。如史学家柳诒徵所言,“历

史为人类活动的经过事实,与吾人有同情之关

系”[20]。另一方面,“现实的人”意味着物质条

件的局限,人们不能够超越不同历史时期的物

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去认识历史,而应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认识历史中的

个人。此外,“现实的人”还蕴含着个体的差

异,因为不同的“现实的人”经历各异,其思维

方式也不同。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基于

“现实的人”的历史情境创设应当遵循以下要

点:一是应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易于接受的

方式进行历史情境营造与建构;二是应在历史

情境的营造中以问题为引领,使学生对历史产

生“同情之理解”,“真正”面临历史人物所面临

的问题,从历史人物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他

们的行为;三是应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

学生基于历史情境的个体理解,让学生有更多

表达个人认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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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①: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八年级 下册》第

一单元第二课《抗美援朝》教学课例。针对该

课的教学主题“抗美援朝”,授课教师以抗美援

朝时期歌曲《英雄赞歌》为明线,用该歌曲的歌

词串联起全课内容;同时,以志愿军战士的英

雄事迹及精神为暗线,并将其视为一曲英雄赞

歌。教学明线与暗线交织,建构起贯穿全课的

历史情境。教师在导入环节播放歌曲《英雄赞

歌》,营 造“抗 美 援 朝”历 史 情 境,激 发 学 生 兴

趣。教师在课尾设置合作探究活动———“为什

么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案例一中,导入环节的视听语言具有情

感性,能够较为直接地将学生引入歌曲所营造

的历史情境中;在讲授环节,教师将该课的主

要内容以歌曲《英雄赞歌》的歌词为串联,整合

为三个部分,将导入环节的历史情境贯穿整堂

课,让学生得以切身感受“历史真实情境”;在
探究活动中,教师充分尊重学生对“可敬可爱

的志愿军”的不同表达,充分尊重学生作为“现
实的人”的个体理解,进而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抗

美援朝战役的重要价值与历史意义。
(二)坚持整体认知原则,多方面呈现相关

史料

由于课堂容量的有限性,史料教学有一定

难度。其直接难点在于:教师如何将“碎片化”

的史料进行整合,如何帮助学生对历史形成较

为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知。“社会的人”的
视角为历史教学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观念上

的指引。“单做事实的穿凿、记忆、叙述,绝不

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是活生生

的社会 精 神,是 社 会 的 意 志 冲 动,是 时 代 精

神。”[21]历史中的“社会的人”是各个历史时代

精神的载体和体现,是不同历史时代精神的根

基与底色。不同时代的人对史事的判定标准

不尽相同,且同一时代的人因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差异而对同一史事的认识也存在不同。因

此,在历史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多方面地呈现

相关的史料,促进学生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中的

人和事以及多方面史料的合理性,引导和帮助

学生形成对相关学习主题全面和纵深的历史

认识。

案例二: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下)》第四单元第九课《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

主义制度的确立》相关史料教学。分析、比较

来克星顿(Lexington)公园绿地冲突的种种图

像,以 便 了 解 可 能 发 生 的 事 情。相 关 史 料 呈

现:材料一“杜立德的版画”,材料二“桑达姆的

画”,材料三“美国邮票”②,材料四“巴克日记”
(改写),材料五“快捷民兵的证词”(改写)。教

师提问:(1)在每幅图像中,你注意到哪些细节

(包括创作者/日期、你看到哪些人、你看到哪

些东西、你看到什么动作)? (2)这些图像中,有
哪些细节相同? 又有哪些细节不同? (3)各个

图像如 何 描 绘 英 国 军 队? (4)如 何 描 绘 爱 国

者? (5)根据这些图像,你认为“来克星顿公园

绿地之役”真的是一场战役吗? 哪些细节让你

作出这个结论? (6)看过这些图像后,你有新

的问题吗? (7)阅读材料四和材料五,它们证

实了这些图像中的哪些细节?[22]

“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标志着美国独

立战争的开始,是世界史中的重要学习内容。

在“社会的人”的视角下,教师应注重对相关史

料进行分析。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由于

不同的立场而对“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有
着不同的感受和认识,据此表达的历史叙事内

容也就不尽相同。“多种材料的使用可以帮助

学生认识到,真正的历史比其在历史课本、历
史影片 或 记 忆 中 的 历 史 故 事 更 为 复 杂 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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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案例一”与后文“案例三”皆为同一教学课例。该课例获成都市2021年“蜀都杯”初中历史教师优质课展评活动(决赛)

特等奖第一名,执教老师为刘影(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教师)。

材料一、材料二是描绘“来克星顿(Lexington)公园绿地之役”的画作,材料三“美国邮票”上的图像依据材料二制作。相关译

本将Lexington翻译为“列星顿”,而我国统编历史教科书将Lexington译为“来克星顿”,此处以我国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为准。



折。”[23]这些历史叙事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

了学生对“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的认知。

一方面,不同社会关系所导致的不同历史叙事

丰富了学生对“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这一

历史事件的认知视角,进而有助于提升学生对

“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的整体认知水平;另

一方面,不同历史叙事之间的相互印证,使得

“来克星顿公园绿地之役”的历史真相逐渐明

晰,亦有助于学生形成基于史料辨析的历史认

识,培育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

(三)重视因果解释原则,厘清历史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并

不意味着对于因果律的摈弃。马克思指出: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

已。”[24]人有了需要,就会有行为的动机。人们

循此动机就能发现其背后的原因,进而推演一

系列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如果

把历史学研究中所积累的材料按照因果链条

来安排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就能达到更大的科

学客观性。”[12]ⅶ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之一。《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

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

析,辩证、客观地描述历史,揭示历史表象背后

的深层因果关系,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实。”[6]5

有关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对历史事件与人

物关系的一种厘清和思考,要求明白事件发生

的背景、过程及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具有因果逻辑关系的阐述与表达。

人的行动是由“人的需要”驱动的。因此,

人的行动必然有原因。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

历史,同样能够找到解释的依据,进而形成稳

定的因果逻辑链条。历史解释的魅力就在于

人们能够基于历史中个人的不同需要来进行

各异的历史解释。因此,基于“人的需要”对历

史因果关系的厘清和解释主要有两方面的指

向:一是厘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使学生形

成基于史实且相对客观的历史认识;二是引导

学生理解历史人物各自不同的立场所导致的

不同行为结果及其深层原因,以回答历史发展

“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促进历史解释素养的形

成与发展。

案例三: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八年级 下册》第

一单元第二课《抗美援朝》教学课例。相关史

料呈现:材料一“朝鲜战争国际背景分析”(视

频),材料二“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写给毛泽东

请求援兵的信件”,材料三“1950年中美国力对

比”(对比内容包括国民生产总值、钢产量、粮

食产量等),材料四“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教师依据这

四份材料提问:美国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朝鲜

为什么要向中国求援? 当时中国部分领导人

为什么不赞成出兵? 中国为什么最终决定要

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

历史学习不仅要求学生知其然和知其所

以然,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要求学生“知其所

以必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

版)》要求学生“知道抗美援朝……理解其对巩

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意义”[6]24。了解志愿军出

兵朝鲜的原因,分析其必然性,是理解“抗美援

朝”伟大历史意义的前提。“人的需要”为探究

其中的原因提供了因果分析路径与历史解释

逻辑。基于以上四项材料,教师从四个不同的

主体立场依次追问,最终阐明志愿军出兵朝鲜

的必然性———出于“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

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25]的需要。教师引导

学生从“人的需要”的角度探明志愿军出兵朝

鲜的原因,进而理解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历史

意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

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

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

和世界和平,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26]。

(四)遵循史观统领原则,辩证地认识历史

发展进程

人具有发展性,由人所构成的历史同样呈

现出发展的态势。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

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9]247。人的

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求教师在

历史教学实践中能够基于人的发展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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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历史的发展进程,即用唯物史观来考

察和审视历史。为了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教
师应基于“人的发展”理念来进行历史教学实

践,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的本质规

律。但是唯物史观的教学要求并不意味着对

历史中个人的忽视。在历史教学实践过程中,

教师应将宏大叙事与个体活动相结合,让学生

更加易于接受和理解历史,而不应生硬地通过

历史概念的灌输来讲授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

理。依据唯物史观,历史的发展体现了由低级

到高级的发展规律,而学生对历史的认识也是

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到抽象逐步发展的。因

此,教师在历史教学实践中应该遵循这一原

则,从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出发,分析历史现

象,探寻其本质与发展规律,引导学生达成对

于历史本质的抽象认识。相应的,“任何形式

知识的一般性的力量总是在于,通过建构现有

情况的意义重新协商过去和未来的意义”[19]5。

唯物史观也正是在对历史具体的审思中体现

出其重要价值,并进而达成辩证地认识和把握

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

案例四①:

专题 教 学 探 究———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 相关史料呈现:材料一“总理衙门奏折”
(节选,1874年),材料二“严复《原强》”(节选,

1895年),材料三“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
(节选,1916年),材 料 四 “毛 泽 东 《论 联 合 政

府》”(节选,1945年)。教师依据这四份材料提

问:如 何 认 识 中 国 近 代 化 的 历 程? 为 什 么 说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历史是发展的,人亦是发展的。正是由于

人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该案例以“追
求富强之路”为主题,集中呈现了历史发展中

不同人物所提出的典型主张,体现了近代中国

追寻富强之路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

具体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正是由于不同

时代的人对“富强之路”的理解和认识的不断

发展所导致的。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追

求富强之路”反映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在与外

来文化碰撞、交流、借鉴的过程中反思本国思

想文化传统,并结合实际国情重塑自身文明的

具体历程。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导

致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

上层建筑的变革。而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正体

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探

索这条道路的艰巨性和曲折性”[6]25。这也从

侧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即
中国共产党能够把握并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

规律,由此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进
而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发展。

四、结语

新时代课堂生态建构呼唤着新的学科视

野,要求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不断拓展教学

实践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来审视历史教

学,正是对这一时代诉求的积极回应。马克思

主义人学关于历史个体与历史整体的观点为

历史教学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柢。马克思主义

人学对“人”的科学认识为历史教学实践提供

了逻辑导向,赋予历史教学以新的活力,并进

一步夯实了历史教学的理论基础,拓宽了历史

教学的实践进路。因此,教师应充分认识到马

克思主义人学对历史教学的重要价值,有针对

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学运用于历史教学实践,

进而更好地培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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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FoundationandContingentLogicofHistoryTeachingPractice:
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Humanism

DENGYu,ZHENGJiafu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Marxisthumanismisawayofthinkingandatheoreticaldoctrinebasedonthehistoricaland
practicalactivityofhumanbeings,confirmingtheworldofthehumanbeingandfocusingonthee-
mancipationandpromotionofthesubjectivityofhumanbeings.Itisdeeplyrelatedtohistoryandhis-
toryteaching.ThehistoryundertheMarxisthumanismcanbeviewedfromtheperspectivesofindi-
vidualhistoryandhistoryasawhole.Individualsinhistoryarethe“realpeople”and“socialpeople”
inthepast.Thecreationofhistoryasawholeisbasedon“humanneeds”anditsdevelopmentde-
pendson“humandevelopment”.TheMarxisthumanistperspectiveontheindividualinhistoryand
thecollectivewholeofhistoryprovidesthetheoreticalfoundationandlogicaldirectionforhistory
teachingpractice.Thenormativelogicofhistoryteachingpracticeliesin:grasptheprincipleofindi-
vidualunderstandingtoconstructhistoricalscenarios;adheretotheprincipleofholisticcognitionto
presentrelevanthistoricalmaterialsinvariousaspects;attachimportancetotheprincipleofcausalin-
terpretationtoclarifythehistoricalcausalrelationships;andfollowtheprincipleofthehistoricalper-
spectivedominatestounderstandthedevelopmentofhistoryinadialecticalmanner.
Keywords:historyteachingpractice;Marxisthumanism;individualunderstanding;holisticcognition;
causalinterpretation;historicalperspectivedom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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