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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操作要点

孟凡霞

摘要：历史学科教学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历史课堂教

学中探索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实践路径，是推动课程标准理念落地的重要举措，更

是教师履行铸魂育人使命的应有之义。历史教师应充分认识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

材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精心研读课程标准与教科

书，选好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切入点；找准学科教学与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结合

点，整体建构课堂教学设计；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历史

认知形成，内化重大主题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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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

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大中小学国家

安全教育指导纲要》等文件，对重大主题教育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题内容、载

体形式、学段要求、课程教材安排等作出了顶层

设计，为重大主题教育进学校课堂、纳入教学全

过程解决了 “进什么”“怎么进”的问题。各级

各类学校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过程中，尝试探

索了综合实践活动、主题教育、项目化学习等多

种落实形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毋庸

置疑，学科课程是学校课程的主体，因此，实施

重大主题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

和主阵地非日常课堂教学莫属。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中，历史课程是

培根铸魂的核心课程，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等

原本就是历史课程的主要内容。在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传统进中

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 “学科安排”部分分别指

出 “以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三

科为主”“历史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传承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１］ “历史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主要载体，在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２］笔者认为，对于

初中历史教师来说，有效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达

成学科育人价值需要抓住以下操作要点。

一、充分认识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重

要意义，增强主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

我们党历来重视以德育人、以德治教，始终

把德育摆在突出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３］ “课程教材加强重大主题教

育，是培根铸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课程教材建设水平的本质要

求。”［４］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历史教师要从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根铸魂”的高度认识

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厘清历史学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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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知识教育蕴含的更上位的价值认知意义，进

而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进行落实。例如，“四史教

育”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内

容，通过学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教师要帮助学生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

什么 “好”等基本道理。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

学生了解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才能真正地理

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而坚定不移地

听党话、跟党走，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因此，落实重大主题教

育也是实现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中学阶段的学习特点之一是在教师引导下有

目的地学习，教师的价值观引领和教育对正处于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中学生至

关重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主要功能是在

未成年人身体发育、品行养成的关键期，促进其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此，教

师须提高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将其作

为课堂教学中发挥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行为

指南。

二、精心研读课程标准与教科书，选好落实

重大主题教育的切入点

课程标准规定了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和课程实施等，是教

材编写、教学、考试评价以及课程实施管理的直

接依据。［５］因此，研读课程标准，领会和理解课

程标准的各部分内容是正确施教的基本前提。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

“课标”）在 “课程理念”中提出，“立足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充分发挥历史课程的育人功能”“历

史课程内容的选择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引

领”。［６］这些都明确传递了历史学科教学的核心要

义在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当前语文、历

史、道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三科使用统编教科

书的大背景下，与其他课程资源相比，教科书

“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国

家的意志，代表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基本要求，

为基础教育树立了一个基本的、统一的标杆和尺

度，是政策性很强的课程资源”。［７］党和国家对教

育工作的要求，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

命传统、红色精神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在统编

历史教科书中都有渗透和体现。因此，历史教师

钻研统编历史教科书，准确把握其蕴含的政治导

向和价值观念，用好统编教科书，是达成学科育

人目标的基本前提。

例如，统编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下册第７

课 “伟大的历史转折”，包含了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拨乱反正两个子目。课题 “伟大的历史转

折”已经指明了本课的核心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 《“党的领

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内容要

点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地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的

自身建设”四个主题内容中，除 “党的领导体制

机制”外，其他三个都和历史学科教学内容有紧

密联系。［８］从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视角，教师要

认识到党的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

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本节课是落实 “党

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的重要内

容。教师可以从多个层面或视角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认识，而选择合适的角度则需要教师厘清本课

内容的逻辑关系，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当时我们

党何以能够实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关

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

战略抉择，从而成功实现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出：“实践表明，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

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

础。”［９］可见，本课的一个关键点是 “真理标准问

题的大讨论”，即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大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导

人们思考 “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议题，从而

使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之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冲破长期 “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确

定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通过以上逻辑梳理，教师

就可以确定本课落实 “党的领导”相关内容的切

入点是 “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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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准学科教学与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结

合点，整体建构课堂教学设计

课程教材是重大主题教育呈现知识体系、释

放精神力量、发挥育人价值的主要载体。在实践

环节，要找准学科教学与重大主题教育的结合

点，整体建构课堂教学设计。

以七年级上册第５课 “甲骨文与青铜器”为

例，从历史学科教学的内容来看，学生要通过本课

学习，知道青铜器和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

重要载体。通过文献记载和典型器物，知道夏、

商、西周王朝的建立与发展，了解西周分封制等重

要制度。从学科教学的价值来看，青铜器和甲骨文

作为这一时期主要的出土文物资料，从不同侧面反

映了夏、商、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从落实重大主题

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

程教材指南》指出：“中国历史记录保存了我国各

族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藏。中学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

程，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在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重要地位，领悟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坚定文

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１］因此，从总体上要使学

生认识到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既是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商周时期

中华文明的结晶。教师可以通过比较、概括、分

析教科书中的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

大面具三个器物的造型特征，说明它们分别展现

了河南安阳、湖南宁乡、四川广汉三个不同区域

文化的特点，而青铜器分铸技术与合金比例相似

的特点，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显例。中

国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进过程，不仅说

明甲骨文是汉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还说明

甲骨文对中国文字的形成与发展有深远影响。青

铜器和甲骨文共同彰显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

脉相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以上的课堂教学

设计和学生学习活动中，历史教师认真揣摩，将

具体的教学目标与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目标有机

融合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建构。这样，在

达成学科育人价值的同时，又较好地落实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重大主题教育。

四、通过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促进学生历史认知形成，内化重大主题教育价值

初中生的学习和认知具有由具体到抽象、由

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的特点。教师需要结

合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和认知特点设计教学活动，

避免知识的简单灌输以及过于注重活动外在形式

等错误做法。尤其是在促进学生历史认知形成、

达成学科育人价值和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时候，

更要把握好史实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品

质，处理好 “讲故事”与 “讲道理”的关系，既

要注重强化学生的情感认同、心理认同，又要避

免机械灌输或者 “贴标签”式的做法。

例如，八年级下册第８课 “经济体制改革”

的内容，涉及 “经济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所有制”等概念，它们距离学生的生活实

际较远，还涉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形成的人民

公社体制的特点等问题，学生学习的时候不太容

易理解。从落实重大主题教育以及学科育人的角

度来看，本节课的内容既体现了我党 “尊重群众

实践、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宗旨，又

体现了我党不断解放思想、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

等鲜明的先进性。这就需要教师巧妙设计教学内

容和学生活动，帮助学生理解学习内容，引导学

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内化教学内容的价值。

本课的三个子目分别讲述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

和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有教师在本节课的设计

中，用三个历史人物为依托，通过人物的活动、

所思所想设置历史情境，通过问题引领，引导学

生形成历史认识。这三个历史人物分别是按下

“红色手印”的农民———严俊昌，成为 “改革典

型”的厂长———步鑫生，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在讲授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时，

该教师先后使用了下列四则材料，提出了系列问

题，使学生通过史料研习活动，既训练了学科思

想方法，又深化了历史认识。

【材料一】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 （签）字盖章，

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

粮，不在 （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 （坐）牢刹 （杀）头也干 （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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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１）：村民签订契约要做什么事？问题

（２）：如果此事成功了，结果是什么？问题 （３）：

如果不成功，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材料二】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

小岗生产队又是这个穷社中最突出的穷队……

“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的

“三靠”队…… “我家一间泥屋，跑风漏雨，吃

野菜，啃树皮，再往下就要饿死人！”

——— 《严俊昌：父辈的旗帜》，《人物》２００８

年２月１５日

【材料三】“‘大呼隆’的集体生产形式挫伤

了农民的积极性……群众都出勤不出力，我这个

生产队长铃都打烂了、哨子都吹烂了，也找不到

人去地里搞生产，大家都逃荒要饭去了。”

———摘编自 《我在小岗生产队当队长》，《中

国农村改革的破冰之旅———安徽凤阳、肥西农村

改革亲历者口述史》

问题 （４）：用一个字概括小岗村农民生活状

况并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问题 （５）：群众

为什么 “出勤不出力”？

【材料四】农村改革以前，农村人民公社实

行政社合一，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统一分配，

吃 “大锅饭”。农民缺少生产自主权，辛辛苦苦

干一年活，到年终结算，收入不多，因此生产积

极性不高。

问题 （６）：人民公社有怎样的生产经营与分

配方式？问题 （７）：谈一谈读完材料一中这份契

约的感受。

由以上教学设计①可见，这位教师通过以人

物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运用口述、文献、实物

（契约书）等多种类型的材料，为学生设置了

“神入”历史和理解历史的情境。学生通过对相

关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理解了人民公社体制在经

营方式和分配方式上的弊端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

很低的社会现实，进而具象地理解小岗村农民敢

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通过全面分析小岗

村农民签订契约书的一系列问题，教师引导学生

理解了契约书的意义———代表了农民自发地对人

民公社体制进行变革，从而理解了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含义；从契约书中的文字表述、农民

“责、权、利”的分析中，学生不仅体会到以小

岗村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农民质朴、勇敢、勤劳的

一面，还从 “我们干部作 （坐）牢刹 （杀）头也

干 （甘）心”的字里行间，体会到基层共产党员

干部的责任与担当。通过细节的解剖，为学生塑

造了有血有肉、鲜活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

象，从而内化学生对党的领导的认同，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历史学科在落实重大主题教育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对初中历史教师而言，在历史课堂

教学中探索落实重大主题教育的实践路径，是推

动课标落地的重要举措，更是履行铸魂育人使命

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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