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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理论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唐德富　李婷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通过运用数学中的“二分之一”理论，将相对复杂难懂的历史知

识简单化，使其更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并能够运用此原理举一反三，以此增强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学

科素养。

关键字：“二分之一”理论　历史教学　高中历史

一、中学历史教学现状分析

高中历史教材文字量大、内容繁杂，

涉及的知识点繁多。在历史教学中，如何

将海量的知识点组合成学科教育中完整的

知识体系，使学生更好掌握重要的历史知

识点，这需要我们根据教学内容采用合适

的方法锻炼学生的思维，教会学生正确的

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独立认知、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历史学科及

其他各科的学习能力。

在传统历史教学中，从学习方式来看，

高中生普遍信奉“知识就是力量”的信条，

多数学生仍坚信“背多分”，因此，单纯

通过机械记忆来掌握历史知识仍是现阶段

广大学生学习的基本方法；从教学方式来

看，尽管新课改在不断实施深化，但目前

中学历史教学仍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重目标而轻能力、重结论而轻

思维、重理论而轻启发，学生受困于“填

鸭式”的教育，主动性与创造性受到极

大压制，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

成和思维能力的开发。在提倡素质教育

的大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历史教师应当

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充分挖掘和利用不

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学生的学习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思

维能力及学习能力。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普通高中

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

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

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

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不断优化教学，拓

展学生的思维广度，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

的培养。而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优化

呢？于友西在《中学历史教学法》一书中

提到：“在历史课程的综合化改革中，可

以采取不同的类型，其中关联式，就是在

原有学科课程的体系下，尽可能联系其他

学科的相关内容，使历史学科的内容能够

放在更广阔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多年来

身处教学一线的工作经验及对历史学科的

不断研究，认为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将数

学中的“二分之一”理论运用到历史教学

中，使庞杂的历史知识简单明了，更便于

学生理解运用。

二、“二分之一”理论

近年高考中，不仅单纯考查学生的历

史知识，更注重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是一种从全方位考察社会历史

问题的思维，它是多角度、多侧面、多层

次的整体思维”。要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

能力，必须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扩散思维、创造思维、逆向思维、历史形

象思维等能力。笔者认为“二分之一”理

论或可将复杂的、抽象的历史问题简单化，

形象化，是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历

史思维可采取的一种教学方式。

何为“二分之一”理论？笔者认为在

历史教学中可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事物

看做一个整体，即 1，将整体分化为 A、

B 两个部分，即，在整体与部分之中始终

遵循此升彼降、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即若

A 的力量增强，则 B 的力量必定会相应减

弱，若 A 逐步削弱，则 B 的力量将逐步

增强。利用整体与部分之前的关系，将复

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明了化。

实例一：

在讲授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时，学生往往会将“君主专制”与“中

央集权”两个概念弄混淆，而我在讲述时，

往往告诉学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

下的两对矛盾，即“君权 VS 相权”“中

央 VS 地方”分别看做是整体 1。按照“二

分之一”理论，当相权被逐步削弱时，相

应的君权会得到加强，这也就能让学生更

好地理解，西汉的“内外朝”制度，唐朝

的三省六部，宋时的二府三司，明清废丞

相、设军机处等措施使得相权逐步分化削

弱，直至被废除，而当制约皇权的相权被

逐步削弱，处在对立面的专制皇权自然被

加强，直至达到顶峰。而当中央权力高度

集中时，相应的地方独立自主权被削弱。

也即从秦朝开始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制度，

地方推行郡县制，区别于西周时期的分封

制，形成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中央集

权得到加强；西汉时汉景帝“削藩”平定

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

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地方割据势力被

削弱，中央地位得到稳固；隋唐科举制度

出现和完善，将官吏选拔权收归中央，扩

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

强；北宋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

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

集权；元以后，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

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

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

省制一直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通过将整体划分为两个部分，不仅便

于学生对于整体知识的掌握，同时使学生

从整体与部分的对比中更清晰地理解中国

古代政治史发展的脉络。

三、“二分之一”理论教学的意义

（一）化繁为简，深化知识，促进学

生认识能力发展

认知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实质并非是

一连串的刺激与反应，而是要在头脑中形

成认知地图，即形成认知结构。 “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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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理论是将学生已掌握的简单的数学

理论运用到历史学习中，让复杂的历史知

识形成两个相应的对立面，当 A 增强时，

则 B 必然削弱，通过简单的力量增减的对

比，不仅使历史知识更为清晰明了，简单

易懂，更让历史知识的积累多了一种记忆

途径，交织起一张认知历史知识的经纬网，

让学生能更好的厘清历史的发展脉络，形

成自己的认知地图，真正地实现温故知新

和融会贯通。

（二）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发散

性思维

许多人认为，数学侧重于抽象思维，

而历史则更侧重于形象思维，数学与历史

之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其实不然，且不

论数学之中古往今来的诸多数学家、数学

成就本身就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历史，历史

当中的时间、数字、数值等也都是数学的

体现，因此，二者关系实际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将数学当中的理

科抽象思维运用于历史教学当中，让学生

将已有的数学思维进行正迁移，用已有的

数学知识简化历史问题，让学生的思维打

破常规和传统的学科界限，突破思维定势，

引申迁移，触类旁通，从全新的角度去思

考问题，提高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正如：

“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阅读

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锐，写作与笔记使

人精确……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

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

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变’”因此，

学科之间原不存在森严的壁垒，相互交叉

与相互渗透是由知识本身的特质所决定

的，而历史学科的广博性决定历史学习需

要不断扩宽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与其他

学科的相互渗透中，使学生掌握学科与学

科之间的知识迁移的能力，让学生突破以

往学科分化的思维固式，在学习中更加灵

活地运用各科知识，使历史学习成为一个

主动建构的过程。

（三）增强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培养

学生综合能力

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现代教

学中，综合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要内容，而面临学科门类数量增

加，划分越来越细致，学科之间的联系更

加紧密，相互交叉日益加剧的现象，只有

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掌握知识才能

成为当代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也就要求历

史学科教学以历史为主体，实现多学科渗

透教学。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学过三个

专业的学生，其创造力居首位，具有两个

专业的居其次，只有一个专业的居末位。

这说明多学科综合培养对学生的综合能力

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将数学中简单的“二

分之一”原理正向迁移于历史教学中，使

看似分离的、散乱的、片段的，整合成全

面的、系统的历史知识结构，进而增强历

史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

（四）增强历史学科的趣味性，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学科是一门包罗万象，综合性很

强的基础学科。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

明，在各学科教学中安排教学内容必须考

虑到两条规律：其一是“教学内容在一定

程度上必须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相联系；

完全为学生所不了解的课题，很难使他们

感兴趣。”其二是“学生早已透彻理解的

内容，也很难激发他们的兴趣”。所以教

师有意识地将学生在数学中已经学习过的

“二分之一”原理运用到历史教学中，会

使学生觉得某一片段很熟悉，或某一知识

在历史学科中也能得到验证、说明，以唤

起学生相关的知识经验，使学生愿意参与，

进而激起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提高课堂

教学时效，使学生“能学”“会学”“坚

持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代教育

不断高速发展，高考模式不断地变革，给

我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

问题，面临这种状况，我们只有不断“充

电”，不断研究，除了精通熟练本专业的

业务之外，还应注重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将各科知识融会贯通，教会学生知识迁移

的方法，才能让学生的历史学习化繁为简，

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以期培养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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