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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明理学》是高中历史必修三文化史中最难上的课之一,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晦涩,但在整个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地

位举足轻重。宋明理学——上承先秦儒学和两汉儒学,下启明清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学好本课,不仅可以

使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和社会责任感。基于其理论抽象性,在教学中对于师生都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内容,因为涉及到哲学的概念很多,要么教学浮

于表面不得其“理”,要么学生陷入其“理”,产生了很多疑问。要想通过如此有难度的一堂课的学习,掌握理学内容、透彻理

解其中精神内涵、价值理念,必须运用“沉浸式”教学法,在课堂中营造“情境”,让学生进入其时其世,了解其人,掌握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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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是高中历史必修三文化史中最难上的课之

一,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晦涩,但在整个高中,历史教学中的

地位举足轻重。在导入新课 “程朱理学”时,我发现学生对

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两兄弟比较陌生。我先用多媒体展

示了洛阳“两程祠”、“两程故里石坊”等图片,紧接着又给

学生讲述了关于二程兄弟“程门立雪”的典故：宋代理学家

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拜师程颐,以求

学问上进一步深造。有一天,杨时因对某问题与同学有不同

看法,为了求得一个正确答案,去老师家请教。时值隆冬,天

寒地冻,浓云密布。朔风凛凛。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生坐在

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敬侍立在

门外,等候先生醒来。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口发现

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通身披雪,脚下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

程颐大受感动,将毕生所学全部教授。“程门立雪”成为了求

学心切,尊师重道的千古美谈。此时,我发现学生的吸引力完

全在“二程”身上了,于是展开本课的正式内容。这样一个

简短导入新课的过程,为什么能迅速的吸引学生,我觉得不

仅仅依靠几张图片情景教学或者一则有意思小故事,这更能

说明学生看待这种诚心专致,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发自内心认

可的,赞扬的。 

进入本课,首先要对学生交代清楚宋明理学产生的背

景。我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引出

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唯美

的诗歌和灰暗的历史相结合,这样一堂内容枯燥难懂的历史

课,显得生动了不少。隋唐时期的儒学,我又抛出了学生们语

文课上都能够倒背如流的《师说》,告诉大家其作者韩愈,

是他率先提出了儒学复兴。当我看到学生们一个个心领会神,

甚至略带点“我知道我骄傲”的表情时,我意识到了历史课

并不是单一孤立的一门课程,要给学生们上好一堂课,就必

须做到史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结合。当然,这就要

求历史老师平日里知识的大量积淀。所以这也成为督促我在

课余时间不断阅读的一大动力。 

在讲述“程朱理学” 时,为了突出“理”,我用了“天

理难容”、“理直气壮”“理屈词穷”等成语,一步一步引导学

生认识理学的源头、内涵和价值。理学家们认为天理是宇宙

万物的本源,二程兄弟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朱

熹更是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的仁、义、礼、智等美德,只不

过被后来的“人欲”所蒙蔽,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说起

朱熹,他是儒家圣贤,关于他的名言名句学生们自然是耳熟

能详。但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的不仅于

此,更要让学生从公正客观的角度,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探

究历史,抛弃以往的非黑即白,即如何公正客观的评价朱熹

的儒学。我问学生：人类生存、穿衣吃饭,追求生存环境、

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样的欲望能够克制吗？理学家认为“理”

和 “欲”水火不容,欲多则理少,这样的道德观念是客观的

吗？看着学生们眉头紧锁,一脸迷惑的神情,我告诉学生分

析历史人物一定要融入到时代背景中去。我带着学生回顾了

两宋时期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内容,指出朱熹认为的天

理就是三纲五常,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其

中涉及的大家长制、男女尊卑等级、因循守旧等落后观念,

使学生立刻认识到这是应该批判的,它束缚了当时人们的思

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更是阻碍了国家、社会的前进。

这也是造成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之一。看着学生们豁然开朗的表情,我又转换角度引导学生：

理学家提倡的自我约束,提高自身修养,尊敬父母师长,学会

爱护他人,这又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品德。人类社会

的和谐更需如此。此时,我觉得我的教学目的达到了。抛出

问题,分析问题,引导学生做到论从史出,同时运用正确的历

史观去引导学生评价历史,这正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中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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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在讲到理学的方法论“格物致知”时,我让学生

自己探究分组讨论 ,引导学生找到“格物致知”的内涵,即

学习的正确方法：深刻仔细的去钻研问题。这样我把课本的

知识真正融会贯通到学生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来。当然,也可

以给学生们讲几个“格物致知”的小故事,例如,关于明代心

学家阳明先生的“阳明格竹”“龙场悟道”,既增加学生的学

习兴趣,化难为简,又自然地引出了下一幕知识点 “陆王心

学”。 

在讲到心学时,一开始我比较注意让学生去和“程朱理

学”做区分。虽然同是理学范畴,虽然都主张先理(心)后物,

但心学却认为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这需要帮助学生去区

分深晦的哲学范畴概念：客观唯心与主观唯心。概念的解释

是枯燥的,我用了举例的方法：主观唯心就是人的感觉、经

验,比如：“我思故我在”；“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

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客观唯心

是脱离个人精神,是一种宇宙的精神。如：基督教中宣扬上

帝创造了世界。我发现这种对比的教学方法可以加深学生的

理解。 

在讲述阳明心学时,很多同学对王阳明的传奇人生非常

感兴趣。我选择让学生自己课前去查阅阳明先生的生平故事,

挑选一两段在课堂上讲述。当我看到学生们在了解阳明先生

的生平对其一脸崇拜、赞叹的表情时,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不

仅提高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拉近了学生和久远历史

人物的距离。同时这也作为课前的预习,让我的课堂教学更

容易一些。  

阳明心学更多吸取了佛道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

无理”,在认识论上,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对于

这种干巴巴的理论性内容,直接的解释会让学生觉得枯燥,

产生学习的疲惫感。我选择运用上史料分析的方法,即展示

阳明先生的部分经典语录,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去感知其内

涵。如：“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

一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无善无

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之。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

格物”；“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胜负之决只

在此心动与不动”等等。学生通过一句一句的解读,可以轻

松将阳明心学的精髓铭记于心,而不是通过课后的死记硬

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在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如何

准确有效的运用史料、分析史料非常重要。有了史料间接提

供的证据,才可以构建久远年代发生过的事件,通过培养学

生史料阅读的能力,才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

式。史料的展示,历史典故的恰当运用,避免了我用说教式的

口吻去教育学生什么是美德。用默默引导的方式,让学生在

积极主动的学习氛围中自己去体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自己去思考去判断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对待传统

的理学,应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创新什么,才更能体现出寓

教于乐、寓教于心的新课程教育理念。 

在本课小结时,我运用了宋代理学家张载著名的“横渠

四句”作为结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在学生大声的诵读中,我们一起体会着儒家

先贤们深厚的家国情怀,他们所背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社会责任感,也激励着学生和我不断地去研习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就在课堂之上,在这方寸之间,以口耳相授的

方式薪火相接,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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