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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观史学是相较于宏观的历史而言，将注意力放置于“小人物”“小事件”“小区域”之中，通过对历

史小事件入手，在表象之下追根溯源，拓展出历史事件的本质。将微观史学应用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之

中，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文章探索微观史学理论应用

于初中历史教学的策略，旨在为历史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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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macro history, micro historiography focuses on “small people”, “small events” and 
“small areas”, and expands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events by starting with small historical events 
and tracing their roots under the surface.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 historiography to the history 
classroom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an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rich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and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trate-
gies of applying micro historiography theory to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aiming to pro-
vide more reference for history teachers in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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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观史学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意大利，是相对宏观史学而言的一种史学研究方式，也是当代

西方史学思潮之一。一般来说，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

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

或地方性事件[1]。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年龄阶段，思维方式也逐渐从具体到抽象转化，这个时

期的学生对于所学知识会充满好奇心，有较强的探索欲望，正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关键时刻。初

中历史课程中的内容多是以随着时间推进的宏观内容为主，在教材中的体现则是以结论性的话语叙事为

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形成相对浅薄的认知，将所学知识流于表面。教师若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就

需要带领学生发掘宏大的历史事件之下的“小历史”，培养学生的细节分析和归纳能力，从而提高历史

课堂教学质量。 

2. 确定主线思路，推动学生思考 

在一节课程的讲述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主线来贯穿着历史事件发展的始终，会提高学生注意力，使

学生的思路伴随着微观视角的逐步展开而不断拓展延深，从而发掘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统

编版初中历史教材世界历史上册中的第十六课《开辟新航路》为例，欧洲开辟新航路的最大动力便是其

经济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市场需求。为了使学生能简洁直观地认识到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教师可以

金银等贵金属这一微观视角入手，向学生举例：西欧城市日常生活中，市民购买商品需要用到金银；手

工工场兴起，雇主给雇员的工资也是以金银货币形式体现；租地农场之中土地的拥有者收取的地租也从

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其中又用到了金银。然后向学生提问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发现什么，经过讨

论可以总结出对在当时的西欧社会，金银等贵金属已俨然成为个人财富的一种具体体现，而对金银的巨

大渴求正是西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新航路的开辟过程也也是西欧社会不断追求财富积累的

过程。这样也就更加便于学生理解在当时无数的航海家们为开辟新航路而前仆后继的动力以及对比分析

以往学习过的郑和下西洋和欧洲新航路开辟之间的巨大差异。 

3. 描绘好小人物，体现出大时代 

不同于宏观的历史将视角凝聚在个别的“英雄角色”身上，微观史学将视角下移至普通人或者是诸

多历史大事件中的“配角们”，这些人身上没有灿烂的光环加持却依旧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

者，是广大人民群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无数的“小人物”的默默付出，推动着历史的车

轮不断向前。在中学历史教学之中利用微观史学的平民化，世俗化的视角，更加便于使学生接受其理论

研究成果，并且激发学生探索欲，使历史课堂学习的思辨性更加鲜明。例如在统编版初中历史课本八年

级上册第四课《洋务运动》一课之中，教师可不必局限于课本之中有限的内容，可为学生扩展其他的人

物视角，例如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留欧经历为切入口。首先，洋务运动的最主要成就便是创办了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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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而海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的，因此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留学这一事件便和洋务

运动有着十分鲜明的联系，适合作为本节课的微观视角，以此来反映洋务运动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

时代特点。首先，在课堂开始之初，向学生播放电影《甲午海战》中部分片段，之后向学生提问：大家

知道电影中的中国人的铁甲舰船是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的么，邓世昌等爱国将领是从哪里领悟到海军知识

的呢？由此引出本节课要介绍的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事件。首先向学生介绍留欧学生多数来自于福建

省并让学生结合前几节课所学知识分析原因。学生经过讨论后容易出结果，即福建位于东南沿海地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批被迫对外通商口岸如厦门、福州等城市皆位于福建，当地人较早与西方

人接触，对国外有一定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出国留学这一事情上也能持相对开放的态度。教师随后

还要补充一点，西方人较早来到东南地区传教并且创办教会学校，很多学生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这也是

清政府选择该地区学生的重要原因。随后教师向学生展示史料介绍推动学生留欧的主要官员，如左宗棠，

沈葆桢，李鸿章等人，这些大臣由于支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也被称为“洋务派”。其实最早主张儿童

向西方留学的并非是政府官员，而是留过洋的中国学者，如容闳。作为近代中国毕业于西方的第一人，

归国后一直在为中国留学事业奔走，但是一直不受重视，直到后来得到丁日昌的引荐和曾国藩的支持后

才将其理想变为现实，由此可看出，权臣对于留学活动的重要性[2]。比如沈葆桢，作为第一任福建船政

局的船政大臣，在其任内的十余年中成功推动了第一批学生留欧并学成归来。在其逝世之后虽然更换多

位船政大臣，但是随后的几批学生留欧事业却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为什么早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学生经

过讨论以及结合课本所提及内容可以了解到该事业并非是整个清廷官员支持，而仅是由个别的洋务大臣

在尽力推动着，一但缺少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便立刻停滞不前。由此事件也可以窥探出整个洋务运动

由始至终都面临着此番困境。接下来，教师展示出船政学堂学生所学的课程种类：学生在国内进行留学

的预先学习，主要学习英法两种语言，以及算法、画法课程，随后又根据所学专业不同进行选修航海理

论，绘图等课程，到了欧洲之后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船舶驾驶与制造相关课程。教师提问从这些内容中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学生能明显发现留学生这时学习的主要内容便是以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为主。这一

点也能侧面体现出洋务派大臣所希望学习的多限于技术层面，并没有向制度层面深入了解的意愿。教师

继续出示资料展示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学生主动辅修了法律，冶矿，政治等内容，这又能体现出欧洲留学

客观上也将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内容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之中，推动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教师在运用“小人物”进行微观分析时，要注重挖掘人物细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历史作为人

文学科，要彰显其人文关怀。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之中，教师可以以容闳先生的人生经历作为切入点，

向学生展示史料来分析这个经历了自洋务运动开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者的奋斗人生。相较于李鸿章，

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来说，容闳并没有在教科书上留下名字，但是这个从未踏入权力中心的“小

人物”自从外国留学归来起，就把救亡图存视为己任，一直在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奋斗终生，体现出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教师在带领学生分析微观史料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 

4. 挖掘不同角度，反映历史本质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其背后往往包含着多种方面的诱因，是由多种不同方面的原因共同推

动的。微观史学主要是对历史中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种组织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

究、分析、探讨[3]。 
教师在讲授一节课时，对于其中的重大事件要注意在遵循教材所提及的内容对学生进行讲解之际，

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对历史大事进行“全方面，多角度”地拓展介绍。例如在利用史料分析一个历史

事件的背后原因时，一般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教师可以利用多种视角的交叉讲解，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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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展示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背后的文化环境，或者一场军事战争的胜败背后的双方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

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从而对战争成败的影响，又或者向学生讲解一场科技运动背后的经济动

力与政策支持。让学生去感受一个历史表象之下存在的多方面影响因素。以统编版教材中的八年级上册

中第 24 课《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例。本节课在教材之中的重点内容在于三大战役的重点介绍，这无

疑是从军事斗争的视角来向学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对于解

放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军事战略思路以及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其结果，而推动解放

战争胜利的原因则是多样且复杂的。因此，本节课选择在军事斗争之外，从经济的角度入手来对比分析

中国共产党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经济基础差异，以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必然失败

的原因。本节课教师可以选取“税收”这一微观视角，国共两党的主要税收不同，代表二者的支持力量

来源不同，也反映着二者代表的利益阶层不同。教师向学生展示史料介绍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是依靠沿海沿江地区的大城市的海关关税为主，而关税的主要来源在于进出口贸易所获得，所以对于当

时的国民政府而言，想要增加税收就要促进外国商品的倾销以及国内的原材料出口，这样一来中国的经

济就成为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济。这也是为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也没能得到有效的恢复和发展，反而是继续衰落。这时若有学生提问到为何国民党政府不愿意支持国内

民营经济时，让学生联系以往所学内容，学生会回想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是在西方列强的

支持之下成立的，因此该政府不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代言人。对比来看当时

的中共的解放区，教师展示史料介绍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税收收入是农业税，是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

革，大幅度减少了对于农民的剥削压迫并且保证耕者有其田之后所征收的农业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既

然主要依靠农业税作为财政支撑，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广大的农民群众就是其革命的支柱，保护

好农民的利益就是保护好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所争取到的是中国人数最多，受压迫程度最深的广大

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自始至终都不得民心的国民党政府很快就在解放战争中失败了，解放战争本质

上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压迫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斗争。 

5. 注重史料选取，微观联系宏观 

微观史学在初中历史教学阶段的应用中鲜明的优点便是能改善初中教材中相对宏观且简短的内容所

造成的学生对历史难以理解，逐渐缺乏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动力以及教师在教学中的“教教材，而非用教

材教”的行为从而导致整个历史课堂枯燥乏味的现状。运用微观史学理论，教师必然要跳出教材之外去

寻找符合本节课程要求的微观史料，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教师不断学习探究的过程。要在有限的课时范围

内去向学生合理地展示出“微观故事”并做到以小见大，从而实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这是教师不断提

高自己的教学技巧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教师改进自己教学策略的机遇。教师在运用微观史学理论进行历

史课堂教学之时要始终坚持微观服务于宏观的原则。即微观视角的选取与史料的展示只是手段，是为了

突破本节课内容上的重点和难点，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节课之中所涉及到的宏观学习目

标。一节课程之中的宏观内容的具体体现便是教材之中对于历史事件的定义和概念等，教师选取的微观

史料要和教材内容相关，史料中的“小历史”所包含的特点一定要与教材之中的“大历史”相对应，做

到微观之中处处体现着宏观。对于学生来讲，教材中的宏观内容给了学生历史结论，而微观史学理论则

是通过众多“小视角”给学生提供了通向结论的分析过程以及方法。微观史学的引入势必会带来额外的

史料阅读。学生对于这些新的史料的分析一方面可以拓展学生视野，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历史事件，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去主动构建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学会透过现象理解历史事件本质。在教师的引

导之下，学生对于微观内容的学习过程也是对教材中宏观历史概念，定义的理解逐步加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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