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说校长说

本期荐书人：曹心意，浙江

省历史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现任杭州高级中学育秀中心主

任、历史教研组组长。

书 名：《历史思维能力研究》

作 者：赵恒烈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和中小学教师地位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非师范优

秀毕业生加入中学历史教学队

伍，这些年轻教师学历高、知识

面广、教学设计创新能力强，但

是也易存在因缺乏系统教师基

本功训练而“先天不足”的问

题。在这方面，赵恒烈先生的

系列著作能为新入职的一线

历史教师指点迷津，其中《历

史思维能力研究》既能提升教

师的课堂驾驭能力，又能帮助

教师提高学生的历史成绩。

赵先生在书中指出：“教师对

思维的认识和思维能力的高

低，直接决定着教育对象的思

维水平。要培养独立思考和

独立判断能力的学生，首先得

有会独立思考和判断力的教

师。”在大力倡导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的当下，更离不开历史

思维能力的研究。赵先生的这

部著作，是目前国内研究历史

思维与教育的力作之一。

第一章中，赵先生分析了

影响历史思维的因素。从纵、

横两个维度分析了历史思维的

结构。从纵向来说，历史思维

有共时态、昔时态和即时态三

种。从横向上说，历史思维还

有个体性思维和群体性思维、

常识性思维和科学性思维、结

构性思维和散装性思维三种关

系。纵向历史思维的论述，是

当前历史五大核心素养落地的

钥匙，而横向的论述，则为历史

思维的深入研究凿开了大门。

形象思维是反映和认识世

界的重要思维形式，是培养人、

教育人的有力工具。爱因斯坦

就是既具有深刻逻辑思维能力

的大师，又能充分运用形象思

维进行科学研究的典范。赵先

生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历史形象

思维的特性、操作程序，构建了

运用历史形象把握理性内容的教学模式，所举

的教学案例典型可操作性强。历史图像在培养

学生用语言再建历史形象的能力和分析历史现

象的能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为此，赵先生专

列一节，系统介绍历史图像在教学中的作用，对

中学历史教师开展图像教学意义非凡。

逻辑思维是运用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归

纳、演绎等方法来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思

维形式，也是学生需要重点发展的思维能力。赵

先生在第三章中系统介绍了历史逻辑思维的模

式、操作程序及教学实践和评价。以图示结构为

范例，搭建了发展学生历史逻辑思维能力的支

架。著作中关于图示结构的研究，对当下历史思

维导图教学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家国情怀，是本世纪课程

改革的重要内容。20多年前，赵先生就已经将

它们提到思维的高度，在第四章中专门进行了

历史情感思维和灵感思维的研究。在灵感思维

的基础上，在第五章中进行了创造性思维的研

究。最后，水到渠成，赵先生论述了历史思维的

模式。

《历史思维能力研究》一书，凝聚了赵先生的毕

生心血，正如先生所言：“没有一本书引起我写这本

书那样地执着和迷恋，几乎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

驱使着我，逼迫着我向崎岖的坡途上挺进，犹如常春

藤以生命的卷须顽强地向上攀延。”该著作最先出版

于1997年，20多年过去了，尚未有人逾越。著作中

的案例，虽然有部分内容存在时代的局限，但依然鲜

活、深邃，因为它们多是来源于一线的田野研究。“我

的学员是有20年以上教龄的中学历史教师，经过他

们多次反复的实验鉴定，我想基本上可以说已做到

‘做和想之间的接轨’了。”

推荐这本书，不仅是因为其中饱含赵先生的

研究成果，更是因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我

们作为历史教师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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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王萧扬
记者 朱诗琪 邹红宇

“逢年过节，我们家就是一大帮教师

一起吃饭，大家谈话的内容围绕教育的

方方面面。院长、局长谈教育管理，教育

骨干谈教学理念和方法……”说起自己

满是教育人的家族，金晓峰颇为自豪。

金晓峰的自豪是有缘由的——父亲金宾

志是台州体育名师，岳母柯火内坚持扎根

农村小学33年，长兄金江峰是教育局副

局长，长嫂蔡爱凤是优秀的数学教师，三

弟金雪峰是大学物理教师，而自己和妻

子有30多年的体育教学经历，再加上现

执教于丽水学院商学院的儿子金凌野，

一家三代共出了8位教师。

退休离校前，金晓峰动员校友捐献

了两座雕像，立在自己从教的教师教育

学院教学楼前。其中一座是孔子像，像

旁的石碑上刻了4个大字“杏坛留芳”，

而这4个字也可用来形容金晓峰一家——

8位教师，再加上几十年来培养的师范学

子，金晓峰的家族仿佛正成为一座特别

的“杏坛”。

“这是金宾志的儿子”
“我是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的。”

谈起自己的父亲金宾志，金晓峰除了怀

念，更多的是崇拜和敬畏。

金晓峰小时候在家乡温岭生活学

习，而父亲在离家40公里外的黄岩中学

担任体育教师。虽然两人共处的时间不

多，但金晓峰对父亲的崇拜、敬畏之情没

有受距离影响，究其原因，是金宾志出色

的教学成绩——金宾志是台州远近闻名

的体育名师，曾参与教育部组织的中学

体育教材编写工作，也担任过台州地区

体委委员，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省级体

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社会各

界对父亲的为人、教学能力的认同，学生

对父亲发自内心的尊敬，深深地影响着

金晓峰和兄弟们的职业选择。

金晓峰认为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就

是回黄岩和父亲一起过暑假。那时黄岩

中学边上有条小河，父亲会带着金晓峰

兄弟3人下河游泳。父亲也会带着他们

打篮球，把篮球控制住然后传给他们，兄

弟3人则不停往前冲。在金晓峰的回忆

里，父亲投篮很准，“他用左手打球，我也

用左手，我和父亲很像”。

大儿子金江峰曾在金宾志的引导下

当过民办教师，教过体育课，后因运动受

伤无法从事体育教师职业。此后，金宾

志将目光对准了二儿子。金晓峰的高考

成绩很不错，特别是化学成绩，这让他萌

生了报考化工专业的想法。但父亲的态

度很坚决，要求他必须填报杭州大学体

育专业，这时的父亲已经认定金晓峰要

接他的班。金晓峰遵从了父亲的意愿。

看似妥协，其实高中毕业后的3年

代课体育教师的经历已让金晓峰逐渐喜

欢上了这一职业。因此，做好了选择的

他，目标明确，知道自己大学要学什么，

今后会干什么，怎么干。

大学毕业后，金晓峰被分配到完全

陌生的地方——丽水，开始了在丽水师

专（丽水学院前身）体育教师的生涯。他

说，在丽水学院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的人

生观、价值观，成就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任职的36年间，金晓峰创办了体育教育

专业，致力推动体育师范生的培养和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2014年，

他带领的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集体，他也因

此赴京接受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他还培养出了无数体育教师，遍布丽水

各类学校，其中有不少学生已成为体育

骨干教师、学校校长……

在这里，金晓峰走出了一条相似但

又有别于父亲的体育教学之路——金晓

峰所教授的对象是学生，更是未来的体

育教师，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将由

这些未来的教师传播得更广、更远。

师与生，鱼和水
上世纪70年代，金晓峰曾在临海县

大汾中学当代课体育教师。“那时候买粮

食要粮票，我不是正式编制内的，只能到

市场上去买‘私粮’，‘私粮’是不能卖给

外地人的。”

“老板听我讲的不是本地话，问我哪

里人。我说我是温岭人，当时他就说温

岭人不能买。”如果买不了粮食，金晓峰

吃饭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这个时候，后面有一名学生看到我买

不了米，在后面大喊‘这是我老师，你不卖

给他，他饿着肚子怎么教我读书？’这句话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金晓峰回忆道。喊话

的学生是金晓峰班上的“捣蛋鬼”，每节课

都会被金晓峰拎出来批评，他没有想到当

时这名学生会挺身而出。这件事促使金晓

峰思考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学相长，教师

离不开学生，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2001年，丽水师专开始组建体育

系，招收第一届学生，金晓峰担任系主

任、体育学院院长。金晓峰认为体育专

业要培养体育教师，要把学生培养成能

当体育教师的人。他提议将学生送进附

近的几所中小学当助教，让这一条条鱼

儿游向属于自己的池塘。于是，学生在

工作日去学校实习，周末再回来补剩下

的课。很多教师对这个时间安排不理

解，金晓峰在这个问题上很“霸道”，“这

个问题，我们不讨论，为了专业，为了学

生，大家一定要跟着我的思路同心协力，

一定要这样做”。

与学院合作的中学很感谢金晓峰和

他的学生们的帮助，金晓峰却说帮助是

双向的。他把大批的学生往中小学赶，

就像让鱼儿回到水中，只有在学校教学

的环境下，这些师范生才能成长为优秀

的体育教师。

隐秘的传承
采访结束漫步丽水学院校园时，金

晓峰正巧碰到了儿子金凌野。他正扶着

电瓶车与走在路上的学生交谈。

金凌野生于金晓峰夫妻两人事业最

繁忙、生活最难熬的时间段。当时，金晓

峰刚到丽水师专，任职于丽水市少体校的

妻子赵卉则每天忙于篮球训练。常常是

上午，金晓峰带着儿子上课，让他一个人

在操场边上玩；下午，儿子就被送到妻子

的训练场，“妈妈会给我划定‘三八线’，规

定篮球场的边线内不能跑进去”，金凌

野说。

虽然爷爷、爸爸、妈妈都从事体育教

学工作，但长大后的金凌野似乎不怎么

喜欢体育。“我知道小时候他觉得是体育

抢走了父母对他的陪伴。”说完，金晓峰

沉默了一会儿。好在不同于他的父亲，

金晓峰并不苛求儿子一定要子承父业，

但他希望儿子成为大学教师后能继承家

族中更为重要的精神——一是对教育的

敬畏，二是对学生的爱。

金宾志去世时，他的许多学生都来

了，有些是不远万里赶过来的。对于这

位严格的体育教师，学生们除了回忆当

年的体育课，聊得更多的是金宾志关爱

学生的事。而在乡村小学扎根了33年

的岳母柯火内，退休后依旧会每年回学校

看望在读的学生……这样的事在金晓峰

家族中甚多。

除了孔子像，金晓峰在教师教育学

院前立的另一座雕像是陶行知像，“爱满

天下”是这位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教育

思想之一。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师德师风也正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

式被金晓峰家族传承了下来，最终化为

了这4个字“爱满天下”。

爱满天下，成就“杏坛”佳话
——记丽水学院金晓峰与其教育世家

□徐益萍

“你喜欢写论文吗？”每一次当我向

教师提出这个问题时，回答几乎都是一

致的：摇头。甚至有教师说，宁愿多上几

节课，都不要写论文。似乎教育科研离

我们小学一线教师很远。到底是我们做

不了科研，还是小学教师做科研没必

要？我想回答都是否定的。

科研，其实是教师幸福工作的需

要。总能听到教师说“这道题我都讲了

十遍了，怎么学生还是不会做”。在教学

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

困惑，这并非加班加点可以解决的。以

提高学生计算能力为例，多数教师给出

的策略就是多练。可是多练真的有效

吗？回答是否定的。教师应当对教材、

学生进行研究，寻找适合的教学方法。

这样，才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帮助教

师高效地完成教学工作。

小学一线教师的科研做什么？怎么

做？很多教师为此绞尽脑汁。以我校教

师科研活动为例，笔者想到了一些具体

的建议——

其实在日常教学中，论文选题无处

不在。光从教学准备中的研读教材、了

解学生、计划备课三个环节就能衍生出

诸多选题。比如，探究教材编排，多种教

材进行对比；探索学生起点；如何安排教

学计划、提高备课效率、设计学案等。再

如，教学实施中的教师教学行为、学生学

习习惯，作业实施时的练习设计、教师批

改、学生订正，教学评价中的评价方式、

评语书写，教研活动的开展和参与，课程

的拓展和整合等。班主任科研的素材就

更丰富了，《巧借新闻育人》《给小A的特

殊方子》《和90 后班主任的“公主病”过

招》……从这些论文的标题可以看出，工

作中的小事都能作为研究的对象。

教师每天都在上课，课堂教学就是

丰富的科研材料。每一节课，都能展开

一番研究。我校两位教师曾在区数学拓

展性与整合性课程研讨会上执教项目式

研究的两节展示课《小区一天会产生多

少垃圾》。公开课结束后，学校将两节课

的内容整理成课例，并在数学组内进行

分享，鼓励教师开展类似的课例活动。

经过一个学期的活动积累，数学组一起

整合出了一个有趣的课题“好玩的数学

作业”，后期在原有基础上增减完善，成

功申报为杭州市精品课程。因此，只要

我们稍作留意，在学校做的每件事情都

可以成为教科研的主角。

选题有了，该怎么研究呢？我们可

以将研究内容和日常教学进行整合。例

如前置性学习的研究可以替代常规的预

习作业进行，数学拓展性课程的开展可

以结合学期的知识点及数学广角，教材

的整合研究可以借助学期初的备课时机

进行等。

论文是做出来的，科研与教学不能

是“两张皮”。教学目标的细化与实施，

应该在每一节课的备课中一一落实；策

略拓展性课程的开发可以结合学科特

点，如语文开发小古文的阅读，数学开发

实践活动等。每个主题一定要真正地做

一段时间，在实践基础上积累素材，整理

经验，这样才会有实际的研究体验。学

会随时记录研究过程，定期反思研究得

失，一篇论文便能写成。只要是经过实

践的研究，成果一定都是丰富的，最后还

能提出进一步的研究问题。

教师层面准备好了，学校层面再助

推一把力，就能更有效地帮助教师提升

研究能力。

作为科研管理者要让教师体会到科

研就在身边，科研无处不在的感觉。每

学期，我校教科室都会抛出一些热点研

究主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从教师中征集

而来，有的来自平时的听课和工作，有的

则是上级科研部门发布的……总之，都

是实际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确定主

题后，教科室会邀请专家和教师一起来

一场头脑风暴，共同探讨主题的可行性、

创新处等，并搭建出研究的框架，方便教

师更高效精准地开展科研活动。

科研部门还根据教师的具体需求，

开设了科研微信公众号，在每月月底推

出一期文章。通过主持人、小编“夏小

研”与论文作者之间一问一答的形式来

还原优秀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你是如何

想到写这样一个主题的？”“写作过程中

遇到哪些困难？”“课题（论文）的创新点

有哪些？”……一个个问题让教师们了解

到一篇论文是如何写就的。科研微信文

章目前已推送了 11 期，主题包括德育、

教学、课改、小班化、区市教育科研课题、

课题成果等。可以说，科研微信公众号

已成为学校教科研的品牌和教师科研能

力提升的助力。自从 2020 年学校成立

科研部门后，我校教师教科研参与率提

升至80%。

发现教育中的小问题，既用实证研

究的方法去刨根问底，也经常停下来问

一句“学生到底是怎么想？”科研与育人

并行，我们的教育才能够更成功、有效，

实现“教师教得幸福，学生学得快乐”。

（作者系杭州市夏衍小学副校长）

随行随写 快乐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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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峰一家合影，其中7人为教师身份，第一排右二为金宾志，第二排右二为金
晓峰。

金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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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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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