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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

加深学生对统编历史教材知识的理解

吴　波

摘要：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应重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在

历史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利用具体形象的材料、建立知识之间的

联系、重视史与论的有机结合、组织学生开展高级学习，可以使学生进入历史的氛

围之中，增强感性体验，整体把握所学知识，强化证据意识，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从而加深对所学历史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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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已成为

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学的目标。叶小兵主张，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就应该重视学生对于知识的运

用。［１］于友西认为，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应用要

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２］１３５因此，如

何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是当今中学历史

教学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历史教学过程中的 “理解”这一环节，就是

使学生的认识从历史表象进而形成历史概念，通

过历史的思维活动，认识历史事物内在的联系、

关系、本质以及规律，并对历史的问题作出判

断、论证。［２］１３５下面结合初高中历史教学实例，阐

释如何加深学生对于统编历史教材知识的理解。

一、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

历史发展本身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一度

性、唯一性，是不可能再现、重演的。［３］３８而学

生生活在当下，历史发展的一度性使得学生与学

习对象之间存在时空距离，这会造成理解上的困

难。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需要设法弥合

时空距离。历史认识还需要在精神和意识层面具

有跨越过去与现在之间鸿沟的能力，这就是所谓

“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或 “移情” （ｅｍｐａｔｈｙ）式

的理解。在历史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

力，首先要求的是复原历史语境的训练，其认识

目标是谋求在一定程度上再现过去之情境，这是

形成正确的历史理解的基础。［４］张汉林提出，“在

时间中思考”“设身处地的思考”是加深理解的

两个基本原则。［５］要使学生深刻理解过去发生的

事情，需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 “穿越时空”，

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进行思考。

（一）铺陈历史背景

梁启超说：“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

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６］任何历史事物都

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引导学生回到历

史现场，首先要铺陈历史背景，将学生置于历史

事物发生之前的场景之中。

例如，初中历史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１２

课 “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将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

朝的背景因素分散在各子目中，这样不利于学生

总体把握。教师为了让学生体验汉武帝即位时所

处的境遇，利用史料讲述了汉初四位帝王汉高

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四个故事：

白登之围、萧规曹随、邓通半两、七国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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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之围”讲述的是汉高祖时期西汉面临匈奴

的威胁；“萧规曹随”讲述的是汉惠帝时期采用

黄老思想治国，造成思想不统一； “邓通半两”

讲述的是汉文帝的宠臣邓通拥有铸币权，反映的

是富商大贾把控经济命脉；“七国之乱”讲述的

是汉景帝时期王国势力威胁中央。教师通过四个

故事，将学生带入汉初的社会情境之中，使学生

设身处地感受汉武帝即位后所处的境遇以及需要

解决的问题。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本课所述汉武

帝巩固大一统王朝所采取的四个方面的措施。

铺陈历史背景可以使学生进入历史的氛围之

中，体会古人所处的境遇和面临的问题，有助于

学生理解历史事物为什么会发生。

（二）展现历史过程

桑兵主张，“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

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

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

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

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

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

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７］引导学

生回到历史现场，需要展现历史过程。

统编历史教材有其自身的逻辑，是专家对历

史事物进行重新编制的结果。教材的逻辑与历史

的逻辑 （即历史事物本来的发展过程）会存在差

异。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需要教师按照历史

的逻辑，展现历史事物本来的发展过程。

例如，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第１２

课 “大一统王朝的巩固”的内容包括 “削弱地方

势力”“加强经济管控”“尊崇儒术”“北击匈奴”

四个子目，是按照政治、经济、思想和军事的逻

辑进行编排的，与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的过程

存在差异。教师教学时，可以采用大事记的方

式，利用史料讲述汉武帝所采取的措施 （见表

１）。该表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时序性蕴含

着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学生在这里与汉武帝一同

经历了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整个过程，通过教师鞭

辟入里的讲解，学生可以更好地领会汉武帝在这

一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在表１所展示的大事记

中，汉武帝之所以首先采用 “尊崇儒术”的措

施，是用思想统一为政治统一服务，这就为颁布

“推恩令”创造了条件；“尊崇儒术”和 “推恩

令”的实施促进了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有助于

军事上反击匈奴；而反击匈奴需要财政支持，所

以要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和实行盐铁官营；将铸币

权收归朝廷和实行盐铁官营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

力，筹措了军费，为彻底打败匈奴创造了条件；

思想统一、政治统一和彻底打败匈奴，增强了汉

武帝和西汉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助于 “酎金夺

爵”和 “设刺史”。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学生把

握了上述历史的逻辑，有助于深入理解汉武帝为

什么要采取这些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意义。

表１　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大事记

时间 措施

前１３４年 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

前１２７年 颁布 “推恩令”

前１２７年 反击匈奴，收复 “河南地”

前１２１年 打败匈奴，夺回河西走廊地区

前１１９年 将铸币权收归朝廷

前１１９年 实行盐铁官营

前１１９年 漠北之战，彻底打败匈奴

前１１２年 “酎金夺爵”，废列侯１０６人

前１０６年 全国分十三州，“设刺史”

展现历史过程，可以使学生与古人一同经历

和体悟历史，领会古人的所思所想，理解历史事

物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发展，以及其中所蕴含的

深刻意义。

二、利用具体形象的材料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材料的具体程度会影

响学习者的理解。相对来说，具体材料中包含了

更多具体、形象、与生活经验更为贴近的信息，

这些内容更容易在学生的经验背景中引起共鸣，

从而形成丰富的联系。［８］２６２因此，历史教学应重

视利用具体形象的材料，学习材料越具体形象，

学生越容易理解其中深奥的道理。

（一）展示具体的细节

受体例、篇幅、内容等方面的限定，统编历

史教材 （特别是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叙述往

往具有 “宏大叙事”的特点，而学生的历史认知

具有从微观到宏观、由具体到抽象的特点，宏大

叙事难以使学生产生切身感受，不利于加深学生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细节往往是具体、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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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已经逝去的历史重现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的原状，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真实。细节往往又

是典型、有特色的，可以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

精神，使学生更真切地了解和认识所学的史事。

细节还往往具有启发性，通过细节可以引发学生

的联想、想象等思维活动，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认

识。［９］因此，历史教学应展示具体的细节。

例如，教师在进行统编高中历史教材 《中外

历史纲要 （下）》第８课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子目 “文艺复兴”的教学时，利用以下材料

介绍了彼特拉克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片段。

１３３６年４月的一天，春光明媚，鸟语花香，

彼特拉克同自己的弟弟和另外两位朋友去攀登阿

维农附近的温都克斯山。半路遇见一位老牧人，

劝阻他们不要去登山。４０年前，这位牧人曾登

过这座山，因山势险恶，摔得遍体鳞伤。彼特拉

克一笑置之，继续前进。当日下午，他们一行四

人终于兴致勃勃地登上了峰顶。彼特拉克凭高远

眺，将阿尔卑斯山的雪峰、罗纳河的碧波、马赛

海滨的白帆，尽收眼底，真是心旷神怡，激起了

对美好人生的无限热爱。［１０］

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核心是人文主义。统编

历史教材中关于人文主义的解释是 “人文主义以

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提升人的地位，肯

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禁欲主义，抨击教会腐

败和守旧思想，崇尚理性；重视发挥人的才智和

创造力，追求现世社会的幸福生活；提倡探索人

与自然的奥秘”。［１１］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运动的

代表人物，被称为 “人文主义之父”。上述彼特

拉克的经历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人文主义的内涵，

有助于学生理解 “人文主义”这一历史概念。

在历史教学中展示具体的细节，可以引导学

生感受活灵活现的历史，增强学生的感性体验，

促进学生对历史概念和历史结论的理解。

（二）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

法国学者焦尔当 （Ｇｉｏｒｄａｎ）提出，知识的

炼制可以借助图像、隐喻、类比和图示来进

行。［１２］９８知识的炼制指的是对知识进行提炼、加

工，使其变得更加精练、有序和易于理解。在历

史教学中运用图像、比喻 （隐喻和类比）和图

示，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

知识的理解。

图像可以起到举例的作用，把复杂的情况变

得条理清楚，让人了解其本质。［１２］９９历史图像包

括地图、绘画、照片、文物图等，在历史教学中

运用图像可以增强直观性，有助于学生理解复杂

的概念或结论。例如，教师在进行统编初中历史

教材七年级上册第８课 “夏商周时期的科技与文

化”的教学时，可以出示司母戊鼎的照片，引导

学生从器型、纹饰等方面进行观察，再辅以教师

的讲述 （司母戊鼎的重量、金属成分、铸造方法

等），学生就能够认识到商朝青铜铸造具有规模

宏大、工艺高超、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特点，

从而加深对商朝灿烂的青铜文化内涵的理解。

比喻是对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形

式化的人工阐释。［１２］９９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比喻，

可以用学生熟悉的事物来类比深奥的道理。例

如，美国学者奈 （Ｎｙｅ）在运用比喻解释历史事

物发生的三种原因时指出： “木头是深层原因，

干柴和纸张是中层原因，划火柴是突发原

因。”［１３］教师在教学 《中外历史纲要 （下）》第１４

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时，在讲

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后，展示了奈的比

喻，引导学生用木头、干柴和纸张、划火柴来分

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学生通过这一活动认

识到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好比是划火柴 （突发原

因），英、法、德、俄、奥匈、意等国的矛盾好比

是干柴和纸张 （中层原因），帝国主义国家的经

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好比是木头 （深层原因）。

这样利用生动的比喻，加深学生对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原因的理解。

图示把一系列信息具体化，对其加以总结概

括，使人们对要解决的问题有所认识。［１２］１００在历

史教学中运用图示，可以直观地呈现事物之间的

联系，加深学生对于历史知识之间复杂关系的理

解。例如，许多教师在进行美国１７８７年宪法教

学时，会出示美国政权架构中总统、国会、最高

法院三者之间关系的示意图，学生通过观察和阅

读该示意图，可以深刻理解美国政体的三权分立

原则和权力制衡特点。

三、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

美国当代教育心理学家维特罗克 （Ｗｉｔｔｒｏｃｋ）

指出，为了生成自己的理解，学习者需要努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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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两类联系：第一类是当前学习内容各部分之间

的联系；第二类是当前学习内容与原有的知识、

信念或经验之间的联系。［８］２６６任何历史知识都不

是孤立存在的，与其他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为了加深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理解，在教

学中应引导学生建立当前所学各部分知识之间的

联系以及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一）建立当前所学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

建立当前所学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目的

是使零散的知识形成整体。余文森认为，从知识

本身的角度而言，整体意味着 “联系”。［１４］１７９在

历史教学中，当前所学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包

括一节课内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单元内各节

课知识之间的联系和板块内各单元知识之间的联

系。当然，一节课内各部分知识的联系还包括各

部分内具体知识之间的联系，这里不作赘述。

在一节历史课中，主题对于各部分知识起着

统领作用。建立一节课内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

系，应引导学生探寻各部分知识与一节课主题之

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

例如，《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２课 “诸侯纷争

与变法运动”包括 “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经

济发展与变法运动”“孔子和老子”“百家争鸣”

四个子目的内容。本课的主题是 “春秋战国时期

是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体

现为经济领域的变革 （“经济发展”，主要是生产

力发展），政治领域的变革 （“列国纷争”和 “变

法运动”），民族关系领域的变革 （“华夏认

同”），以及思想领域的变革 （“孔子和老子”

“百家争鸣”）。这样，学生围绕 “社会大变革”，

就建立起各部分知识与主题之间的从属关系。春

秋战国时期经济领域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井田制破

坏，宗法分封制逐步瓦解，导致 “列国纷争”；

“列国纷争”导致各民族往来频繁，促进了 “华

夏认同”；在 “列国纷争”中，各国为了增强实

力而进行改革，出现了 “变法运动”；面对社会

经济、政治领域的变革，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主

张，出现了 “老子和孔子”“百家争鸣”。这样，

学生就建立起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

建立一节课内各部分知识与主题之间的从属关

系，以及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一节课的

内容就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

各部分知识，也有利于整体理解一节课的内容。

在一个单元中，单元主题对于各节课的知识

起着统领作用。建立单元内各节课知识之间的联

系，应引导学生探寻各节课知识与单元主题之间

的从属关系，以及各节课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

例如，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一单元包括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诸侯纷争与变法

运动”“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西汉与

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四节课。

本单元的主题是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以这一主题为统领，可以明确第一课和第二课史

事的作用是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作准

备，第三课史事的作用是建立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第四课史事的作用是巩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以上四节课的知识构成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形成的过程。这样，学生围绕 “统一多民族封

建国家的形成”，就建立起各节课知识与单元主

题之间的从属关系。本单元各节课知识之间也有

内在联系，第一课的 “早期国家”是血缘国家

（宗法分封制是其典型表现），第二课的 “诸侯纷

争和变法运动”打破宗法血缘关系，为第三课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地域国家）奠

定了基础，而第四课 “西汉与东汉”，是在 “秦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的基础上，“汉承

秦制，有所损益”，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封

建国家。这样，学生就建立起单元内各节课知识

之间的因果联系。探寻各节课知识与单元主题之

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各节课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

有助于学生对于单元知识的整体理解。

在一个板块中，板块主题对于各单元知识起

着统领作用。建立板块内各单元知识之间的联

系，应引导学生探寻各单元知识与板块主题之间

的从属关系，以及单元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例

如，《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一单元至第四单

元叙述的是中国古代史板块的知识，中国古代史

板块的主题是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历

程”。依据这一主题，可以明确第一单元是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时期，第二单元是统一多

民族封建国家的繁荣时期，第三单元是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深化时期，第四单元是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达到顶峰时期。这样，围绕 “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历程”，学生就建立起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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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板块主题的从属关系，同时明晰了各单元

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的形成基础上，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不

断发展、深化，最终达到顶峰。探寻各单元知识

与板块主题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单元知识间的

内在联系，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形成对于整

个板块知识的深入理解。

（二）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

学习是新旧经验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不仅包

括以原有的知识为背景来获得新知识，还包括在

新知识 （新经验）的作用下来调整原有的知

识。［８］２８２在历史教学中，知识既包括具体的史实、

概念和结论，也包括上位的历史学科思想方法。

学生当前所学的历史知识与之前所学的相关

知识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之前所学的历史知识

可以作为学习背景来理解新知识。例如，在教学

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第１１课 “西汉的

建立和 ‘文景之治’”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联系

第１０课 “秦末农民起义”所学的知识，认识到

秦的暴政激发了农民起义，导致秦朝灭亡，西汉

建立后，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休养

生息政策。同时，还应组织学生将西汉初期统治

者所采取的措施与秦的暴政进行比较，分析其作

用。这样，学生就会理解汉初统治者为什么会采

取休养生息政策以及该政策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都学习过历史知识，高中

历史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将不同学段所学的历史知

识建立起联系。例如，在进行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９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的教学时，

关于宋初的 “崇文抑武”方针，可引导学生联系

统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 “北宋的政治”一

课所学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进行探讨，这样做

既可以为学生理解 “崇文抑武”方针提供实例，

也可以使学生从 “崇文抑武”的视角认识 “杯酒

释兵权”的实质，从而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高中历史课程包括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

程等，教师在进行选择性必修课程教学时，还要

有意识地建立与必修课程知识的联系。例如，在

进行选择性必修二第１２课 “水陆交通的变迁”

中秦朝的交通状况的教学时，应引导学生将秦朝

交通的特点 “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

网”与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３课 “秦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进行联系，使学生认识

到秦朝修建 “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是统

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的时代需要，同时也对统

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起到巩固作用。这样，

学生就会理解秦朝为什么要修建全国道路网及其

所具有的历史作用。

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还要关注原有的学习经

验，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原有经验解决新问

题，使学生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原有的经

验。在学生的学习经验中，重要的是掌握历史学

科思想方法。在学习新知识时，教师应引导学生

利用先前掌握的历史学科思想方法解决问题，并

对原有的思想方法进行补充和完善。例如，在进

行中国古代史 “百家争鸣”的教学时，应组织学

生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对 “百家争

鸣”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掌握 “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学科思想，以及多角度分

析原因的方法。在进行中国近代 “新文化运动”

的教学时，应引导学生运用上述思想方法对新文

化运动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但在分析问题的角

度方面，既要考虑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

等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国外因素。这样，学生

在运用原有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学科思

想和多角度分析原因的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过程

中，由于增加了分析原因的角度，不仅丰富了该

思想方法的内容，还有助于深化对该思想方法的

理解。

引导学生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既是利用旧

知识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也是对旧知识进行再次

学习的过程，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

新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深化对旧知识的理解。

四、重视史与论的有机结合

史与论的高度统一性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

科的重要特点。史，即史实、材料；论，即结

论、观点。［３］３９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需要掌

握重要的史实和结论。教师应重视史与论的有机

结合，引导学生探求二者的内在联系，只有这

样，学生才能对所学历史知识有深刻的理解。

（一）从史实中得出结论

历史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历史的认识。［２］２４８

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学生会接触许多史实，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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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史实，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解释，从中得

出结论，形成历史认识。历史认识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史料辨析获得的对历史事实的

认识，即事实判断；第二个层次可以称为因果关

系或规律性的认识，它是在已经确认的事实基础

上对各个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联系的认识，即

成因判断；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为评价性认识，它

是在前两个层次的认识基础上对历史上出现的事

件、人物、制度和过程等进行是非善恶或利弊得

失的评价，以资鉴于现实的认识，即价值判

断。［１５］其中，事实判断不仅要了解史实的内容，

还要认识史实的本质。从史实中得出结论，需要

引导学生概括特点、分析原因和作用。

例如，《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９课 “两宋

的政治和军事”中，“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是

本课的重点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对宋初加强中

央集权的措施进行概括，认识到其本质特点是

“防弊之政”（防范内患），即制定政策主要是从

消极方面考虑，尽量预想可能导致动乱的各种因

素，加以事先预防，而并非从积极方面考虑，使

国家机器最有效、合理地发挥作用。［１６］在此基础

上，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联系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

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史实，分析宋初统治者采

取具有这样特点的措施的原因和作用，从而理解

宋初统治者的 “防弊之政”汲取了历史经验教

训，具有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

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行政效率低下、助长

因循守旧风气的消极作用。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课程由于涉及的知识较

多，教材中许多内容只有史实，没有结论。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史论结合，引导学生从事实

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形成历史认

识。例如，在进行选择性必修１《国家制度与社

会治理》第５课 “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的教学时，关于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和监察制度，

应在了解二者具体内容的基础上，组织学生概括

出秦汉时期的官员管理制度具有组织严密的特

点，进而联系必修课程中所学的秦汉时期的知

识，分析原因和作用，认识到这样的官员管理制

度是在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

形成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具有加强中央集

权、巩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作用。

引导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事

实判断、成因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形成历史认

识，可以使学生对历史事物的认识从浅表层次深

入到本质和规律层次，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二）利用史实印证结论

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会接触到许多重要

结论，教师不应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些结论，而

应使学生理解这些结论。每个历史结论都有一个

核心概念，教师在教学中应讲清楚结论中核心概

念的内涵，引导学生寻找与结论相关的史实，利

用史实印证结论。

例如，《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１８课 “辛亥

革命”中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子目的第一句

话是 “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

族民主革命的序幕”。［１７］要使学生理解这一结论，

首先，教师需要将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

民主革命”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讲解清楚。“中

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以资产阶

级为领导、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反帝反封建为

宗旨、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民主共和为目标的

革命”［１８］，这是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

主革命”的内涵。其次，教师应引导学生围绕

“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核

心概念的内涵，运用所学辛亥革命的史实去印证

结论。关于辛亥革命 “是以资产阶级为领导”

的，应利用兴中会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来印证；

关于辛亥革命 “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应利用黄

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来印证；关于辛亥革命 “以

反帝反封建为宗旨、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与民主

共和为目标”，应利用 “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

立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来印证。

此外，历史事物的深远意义是在后续的史实

中得以体现的，而一节课的内容往往不包括这些

史实，教学时，教师还需要利用后续的史实印证

先前的结论。例如，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教材还表述为 “促使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

风俗等方面发生新的变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７］这些结论需要利用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１９课 “北洋军阀统治

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 “民国初年经济、

社会生活的新气象”和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两

个子目的知识来印证。教师在进行这两个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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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要关联辛亥革命，用这两个子目的史实

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中的相关结论进行印证。教

师也可以从单元整体教学的视角对教材内容进行

整合，将第１８课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子目

置于第１９课之后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利用两课

中的史实印证结论。

引导学生利用史实印证结论，不仅可以为结

论提供证据支持，促进学生对结论的理解，还可

以使学生认识史实价值，深化对史实的理解。

五、组织学生开展高级学习

美国学者斯皮罗 （Ｓｐｉｒｏ）等人将学习分为初

级学习和高级学习。在初级学习中，教师只要求

学生知道一些重要的概念和事实，在测验中只要

求他们将所学的东西原样再现出来。高级学习则

要求学生把握概念的复杂性，并能将其广泛而灵

活地运用到具体情境中。高级学习主要是以对知

识的深层理解为基础，着眼知识的综合联系和灵

活变通，面对复杂多变的任务情境，灵活地理解

问题、解决问题。［８］１９３１９４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

识的理解，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重视组织学生

开展高级学习，其中十分重要的是组织学生提炼

思想方法和开展实践应用。

（一）提炼思想方法

余文森认为，学科核心素养严格来说来自学

科知识所内含的学科思想方法。［１４］１４４郑林提出，

历史学科的思想方法包括处理历史资料的方法以

及分析和综合、比较、归纳和演绎等分析历史问

题的方法，历史的学习和表述的方法，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

方法。他认为，“方法性知识是历史知识的核心

成分”。［１９］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将组织学生提

炼历史学科思想方法作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在进行 《中外历史纲要 （上）》第２课

“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 “商鞅变法”的教学

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材料学习商鞅变法的

内容，概括商鞅变法的特点，引导学生分析商鞅

变法的原因，包括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使

用、生产力发展、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遭到

破坏、诸侯纷争，法家思想受到重视，等等。一

般情况下，关于 “商鞅变法”的教学到这里就结

束了，但是，基于核心素养的历史教学不应止步

于此，教师还应组织学生提炼历史学科思想方

法。教师应组织学生探讨关于商鞅变法原因的结

论是如何得出的，认识到原因是从经济、政治、

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而掌握 “多角度

分析”的学科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应组织学生

对学科方法进行提升，得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上位认识，

使学生把握学科思想，即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在历史教学中组织学生提炼学科思想方法，

可以使学生从上位的视角审视所学历史知识，从

而加深学生对具体历史知识的理解。提炼某个学

科思想方法的过程也加深了学生对于相关历史学

科思想方法的理解。

（二）开展实践应用

斯皮罗等人根据对知识建构的过程以及高级

学习的基本认识，提出随机通达教学理论，认为

对同一内容的学习要在不同的时间多次进行，每

次的情境都是经过改组的，而且目的不同，分别

着眼问题的不同侧面，这将会使学习者对概念知

识获得新的理解。［８］１９４组织学生在新情境下 （特

别是生活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开展

实践应用，是进行随机通达教学的有效方式。

例如，教师进行统编初中历史教材八年级上

册第１３课 “五四运动”的教学时，在新课学习

之后出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 “五四运动”浮

雕，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和朋友瞻

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朋友问你为什么要把 ‘五四

运动’这块浮雕镶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

上，你将怎样回答？”这一问题意在引导学生运

用所学 “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知识解决生活情

境中的问题。学生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既要运用

刚刚学过的 “五四运动”意义的知识，又要结合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目的 （为了纪念我国近现

代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弘扬革命精神，建设新中国），还要

结合 “五四精神”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思考和合理作答。学生在

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兼顾了 “五四运动”的

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这样就深化了对于 “五四

运动”历史意义的理解。

在历史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实践应用的本质

是在新情境下对知识进行再次学习，这样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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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巩固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还可以拓展学

生的知识，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当今，“为理解而学习”已成为学习和教学

理论的一条重要信念。［８］２６１在历史教学中，通过

引导学生回到历史现场、利用具体形象的材料、

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重视史与论的有机结合、

组织学生开展高级学习，可以使学生进入历史的

氛围之中，增强感性体验，整体把握所学知识，

强化证据意识，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从而加深学生对所学历史知识的理解。这不

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还有利于学

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调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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