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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新修订历史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的新变化

本册教材修订组①

摘要：新修订的统编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七年级上册》紧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主题主线，依据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的要求，在编修思路、体例结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修订，在思

想性、系统性、学科性、时代性等方面更加完善。新修订教材的变化对一线教学提

出了新要求，建议历史教师在充分理解教材新变化的基础上，注意发挥好教材的育

人功能，在钻研新课标的基础上梳理教材，注重新增内容和提法，用好配合课文学

习的相关栏目。

关键词：义务教育；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第１２套义教历史教材

依照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在义务

教育历史教材编修委员会的领导下，七年级上册

修订组对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七年级

上册》（以下简称 “七上教材”）进行了全面修

订。本文拟对七上教材的新变化进行解读。

一、编修思路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七上教材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

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有机融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１］，分别展现

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劳动人民的创新精神、

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各族的交往交流交

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等。

七上教材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加强国家安全和国防教育，加强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机融入 “四个共同”② 的

历史观。从整体上看，七上教材的育人价值得到

稳步提升。

（二）渗透历史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根据新课标提出的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要求，七上教材精选具有典型性和重要性的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将历史课程所要培

养的核心素养渗透其中。

其一，在唯物史观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中有关社会形态的学说融入课文。七上教材

的单元标题及正文，明确了中国古代历史经历了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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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我国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的

总趋势。二是进一步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在教材的叙述中，用史实说明原始农业为古代文

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明确物质生产是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三是在对原始社会

的介绍中，强调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四是凸显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例如，在

“秦末农民大起义”一课的 “课后活动”中，让

学生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五

是引导学生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教

材叙述了东汉后期吏治腐朽，阶级矛盾尖锐，广

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引发了黄巾起

义，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出现三国鼎立的

局面。教材这样编写旨在使学生初步了解阶级社

会中存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历史的发展。

其二，在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七上

教材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对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进

行了显性化设计。单元页新增的 “时间轴”以及各

单元中的历史地图，有助于学生建立时间联系和

空间联系。七上教材的一个突出亮点是设置了

“学史方法”栏目，其中的 “如何掌握历史纪年

法”和 “如何阅读历史地图”，旨在指导学生按照

历史时序和地理因素构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

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理解历史的变迁与延续。

其三，在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七上

教材新增了不少重要的实物史料。例如，新增何尊

及铭文拓片图片 （见图１），何尊是 “中国”一词

最早的实物见证，这件文物对培养学生的证据意

识是一个很好的素材。教材还适当增加经典的文

献史料，同时设计针对某个历史问题寻找资料的

实践活动，使学生在阅读、理解、辨别、解读史

料的过程中，提升提取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

其四，在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七上

教材通过问题设置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对史事进

行思考、辨析和解释，进而形成历史认识。例如，

教材新增有关墨子的材料，让学生结合时代特点

思考墨子的主张；在多角度解释同一史事方面，

教材设置了学习任务：从多个角度谈张骞通西域

影响。七上教材还对活动课进行了新的设计，设

置了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活动课，

鼓励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技能去探究历史问题。

图１　何尊及铭文拓片

何尊是西周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 “宅兹

中国”的记载。这是目前所见 “中国”一词最早的实物

见证。

其五，在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培养方面，七

上教材通过讲述中华文明起源和初步发展具有多

元一体的特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等内容，促进学生形成对

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教材新增 《魏书·序

纪》中关于鲜卑人追述自己为黄帝后人的史料，

让学生进行解释说明，以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各

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教材还通过讲述历史

名人、英雄人物的事迹，展现英雄气概，弘扬民

族精神。

从总体上说，七上教材有机融入了五个核心

素养的培养，其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唯物

史观，单元页、正文、栏目等相互配合，帮助学

生构建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指导学生运用史料

对历史问题展开探讨，进而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认

识，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发展。

（三）坚持内容编排守正创新

七上教材以２０１６年版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

国历史　七年级上册》（以下简称 “２０１６版教

材”）为基础，按照时序讲述了我国史前时期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与２０１６版教材相

比，七上教材在体例结构和对历史发展线索的展

现方面保持稳定。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历

史发展进程的完整论述，例如，２０１６版教材内容

的下限，写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七上教材增加了

北朝政权更替的相关内容，从而使南北朝的历史

叙述更为完整，也与七年级下册教材进行了有机

衔接。

在守正的前提下，此次修订还有一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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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表现在创编新栏目和更新课文内容方

面。一是创编富有学科特色的新栏目，将理解、

认识、探究、感悟历史的方法融入其中，使体例

结构更加完备，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形成育人合

力，体现了教材的系统性。二是根据新课标要

求、社会各方的意见建议等，调整、完善、补充

了２０１６版教材的内容，使历史线索更清晰、课

文内容更丰富，展现出新时代历史教材的新风

貌，彰显了历史教材的学科性与时代性。

二、体例结构

（一）新旧教材体例对比

在２０１６版教材基础上，七上教材在单元页

中新增了 “时间轴”“学习要点”；调整了课文导

入的形式，课文中新增了 “学史崇德”“读地图”

栏目，将２０１６版教材中的 “问题思考”改为

“想一想”，更新了 “课后活动”；对活动课进行

了重新设计；新设 “学史方法”栏目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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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七上教材体例结构

注：栏目名称下有横线的是新增栏目，栏目名称下有波浪线的是名称更换或形式变化的栏目。

（二）新增栏目设置考虑

单元页中新增的 “时间轴”，便于学生直观

了解本单元重要史事发生的时间，掌握本单元基

本历史线索。而 “学习要点”则是帮助学生了解

本单元学习内容的主旨。新增的以上两个栏目，

都是从学生学习历史的角度出发，使学生更加明

了学习内容的线索和重点，从而加强了教材作为

“学本”的功能。

新增的 “读地图”栏目，为学生提供识读地

图的指引。例如，在 《中国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

图》旁边设置了 “读地图”栏目，旨在帮助学生

了解我国境内主要古人类的类型及其分布情况。

要说明的是，并不是七上教材中所有的地图旁边

都设有 “读地图”栏目，对于比较简单明了的历

史地图则不设置。

新增的 “学史崇德”栏目，从历史人物的言

行或历史故事中导出育人价值，使学生明理、修

德、立志。这一栏目不是每课必设，而是依据课

文内容而设。例如，大禹治水时 “三过其门而不

入”，孟子提倡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屈原的忧国忧民，张

骞 “持汉节不失”的坚持，司马迁 “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壮志，诸葛

亮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追求，等等。这些

历史人物的事迹及精神，有助于涵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核心素养。

新增的 “学史方法”栏目，置于活动课之

后，通过展示典型的案例并进行说明，引导学生

初步运用历史方法解决问题。对这一栏目的实际

运用，可由学生自学或教师根据教学实际酌情考

虑。例如，“如何从出土文物中获取信息”可作

为解读文物的方法指引，也可结合七上教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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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学习加以运用； “如何掌握历史纪年法”

可与 “时间轴”等配合学习；“如何阅读历史地

图”可与 “读地图”对照使用；等等。

（三）原有栏目调整情况

将２０１６版教材中的 “课前导语”调整为图

片配合历史故事、图片解读等形式，其功能定位

为创设历史情境、引发学习兴趣、导出本课内容

并引发学生的思考。

对于 “相关史事”“材料研读”“历史图片”

“知识拓展”等栏目，此次修订进行了完善或更

换，经典内容予以保留，或者用更好的内容替换

了原先的内容。七上教材的历史图片大部分由该

历史实物或遗址的文物馆藏地以及文物考古单位

等提供，这就确保了图片的权威性、准确性和清

晰度。

“人物扫描”栏目讲述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

生平事迹，以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在

２０１６版教材基础上，七上教材新增吕尚、李冰、

陈胜和吴广、卫青和霍去病、蔡伦、祖逖、王羲

之的人物扫描，展现了我国古代英雄人物、科技

文化名人的事迹，有助于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根据新课标要求，对 “想一想”（２０１６版教

材为 “问题思考”）和 “课后活动”中的部分设

问予以更新。新增学生查找资料、制作文物模

型、表演历史剧等实践活动，目的是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启迪其历史智慧。

七上教材还进一步完善了大事年表，适当增

补了一些重要史事，例如，在大事年表中，新增

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蔡

伦改进造纸术、北周统一北方等事件及其时间。

这样做不仅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

主线，也凸显了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无疑对学生

建立时序意识，整体、系统地学习有裨益。

三、内容调整

七上教材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课文内容，适

当增加了一些知识点。课文中新增的内容，有些

是在新课标的 “内容要求”中列出的，教材必须

依照新课标加以落实；有些是在教材中进一步落

实中央提出的要求，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有

些是根据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而进行的调整和增补。

（一）融入我国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七上教材的第一单元，与２０１６版教材相比

有较大的变化，增加了一些内容，在课文叙述的

层次上也作了调整。

例如，为展现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增加了

郧县人。２０２２年，在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

现郧县人３号头骨，这是欧亚内陆迄今发现的同

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七上教材将郧

县人有关研究新成果写入正文，进一步丰富了我

国远古人类的历史内容。

再如，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华

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的有关情况举

行发布会；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七上教材将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重要成果之一———判断文明社会标准的

中国方案写入正文，又将２０１６版教材 “知识拓

展”栏目中的良渚古城遗址、陶寺古城遗址的内

容移入正文，并配合正文新编相关的学习栏目及

“课后活动”，还将课后的 “知识拓展”内容更换

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介绍。这些围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进行的新调整，有助于学生

深入理解考古发现实证我国具有５０００多年的文

明史，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发展具有多元

一体的特征。

（二）突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主线

七上教材在延续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巩固

和发展主线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内容。

主要体现在：一是丰富了西汉在疆域拓展方面巩

固大一统的内容；二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增

加了孕育统一的相关内容。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理

论的角度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 “分裂”

中也 “孕育统一”。例如，在 “三国鼎立”一课

中，进一步明确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意义，即改

变了天下分崩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并点出

魏、蜀、吴三国发展都是为了达到统一全国的目

的。在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一

课中，在子目标题上不仅说明 “西晋的建立”，

而且点明了 “统一”。“北朝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

融”在内容上增加了 “北朝政权更替”子目，并

强调５７７年北周灭掉北齐，北方重归统一，为隋

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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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内容的讲述，学生能够认识到统一

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即使在政权分立的时期

仍没有脱离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主

流，从而加深学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

展的认识。

（三）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

通过具体的史实使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七上教材进行修订的一个重点。在讲述

中华文明的起源时， “课前导语”就明确炎帝、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讲述春秋时期的

民族关系时，教材除说明当时的民族交融以外，

还点明各族产生了华夏认同观念。在秦汉时期的

内容中，新增汉景帝时西汉与匈奴贸易，汉武帝

联络西南夷、设置南海等九郡，西汉设置河西四

郡，以及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等内

容。在讲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时，七上

教材进一步更新了民族交融的相关史料、历史图

片等。

上述内容充实了先秦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史有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

（四）凸显我国古代科技与文化成就

从结构上看，七上教材把２０１６版教材中的

“甲骨文与青铜器”一课调整为 “夏商周时期的科

技与文化”，将 “甲骨文与青铜器”作为一个子目

进行讲述，同时新增夏商周时期的天文、历法、

医学、文学等成就。这样，从夏商周至南北朝时

期，各历史时期均设置了一节科技与文化专题课，

这样就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更加完整。

从内容上看，在２０１６版教材的基础上，七

上教材在正文、栏目中增加了不少有关科技与文

化成就的内容 （见表１）。

表１　七上教材中所列科技与文化的主要成就

领域
历史时期及主要成就

史前 夏商周 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天文、历法 陶寺观象台

甲骨文、《诗经》、《春

秋》中的天象记录，夏

商历法，二十四节气

秦朝颁布统一历法，两

汉颁布更加完备的历

法；张衡发明浑天仪

祖冲之 《大明历》

农业技术

及农学

用骨耜耕种，良渚古城

外围水利工程

铁器牛耕的推广；都

江堰

六辅渠、白渠；播种工

具耧车；二牛一人一犁

耕作法；《?胜之书》

马钧改进翻车；改进

犁耕，推广育种、选

种等；贾思勰 《齐民

要术》

医学 神农尝百草传说
扁鹊的医学成就，《黄

帝内经》

张仲景、华佗的医学

成就，西汉经穴漆人
—

数学 — —
秦简九九表；《九章算

术》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

《缀术》；算筹计数

地理学 — — 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 郦道元 《水经注》

陶瓷技术
仰韶文化彩陶、大汶

口文化蛋壳陶等
制陶技术发展

秦始皇陵兵马俑，瓦当

等；东汉青瓷

东晋黑釉鸡首瓷壶，南

朝青瓷莲花尊

制玉技术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出

土的成套玉器，牛河

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良渚玉钺、玉琮，陶寺

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形

玉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

松石龙形器，妇好墓

出土的玉凤，三星堆遗

址出土的玉璋

— —

·８·



续表

领域
历史时期及主要成就

史前 夏商周 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冶炼铸造 小件青铜器 青铜器铸造、冶铁技术
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

灯，西汉鎏金铜马等
灌钢法

纺织技术
仰韶文化出土的陶纺

轮，蚕茧、丝织品残片

丝织技术 （战国时期

楚国龙凤虎纹丝织物）

丝织品有锦、绣、绢、

纱；马王堆汉墓出土

的素纱单衣，东汉锦

袜等

缫丝、织布等有显著

发展

建筑技术
河姆渡人干栏式房屋、

半坡人半地穴式房屋

二里头一号宫殿复原

想象图
秦长城，西汉长安城 —

其他技术 — —
西汉发明造纸术，东

汉蔡伦改进造纸术

祖冲之设计制造指南

车、千里船、水碓磨

文字、书法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符

龟甲上的符号、陶寺

古城遗址出土的朱书

符号陶壶

甲骨文、金文 小篆、隶书
书法家锺繇、胡昭、王

羲之的成就；魏碑

文学 — 《诗经》和 “楚辞” 汉赋、乐府诗

曹操父子的诗、陶渊

明的田园诗；南北朝

民歌

史学 — 《战国策》 《史记》《汉书》 —

思想 —
儒、道、墨、法和兵

家的思想

董仲舒提出尊崇儒术；

王充 《论衡》
范缜 《神灭论》

音乐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

陶寺古城遗址出土的

陶鼓、石磬等

曾侯乙编钟
西域的乐器和歌舞传

入中原
北方民族的乐器、歌舞

绘画、雕塑 各种器物上的纹饰
青铜器上纹饰 （战国

铜壶及其纹饰展开图）

画像石、画像砖；马

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画家顾恺之的成就；画

像砖；云冈石窟、龙门

石窟

注：加横线的为新增或更换内容。

从表１可见，科技与文化成就的内容贯穿各

历史时期，展现了各领域发展的基本脉络，体现

了七上教材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系

统性。

（五）充实我国古代经济史的内容

七上教材分别在战国和两汉时期增加了农

业、手工业或商业发展等内容，包括生产技术、

国家政策、主要成就等，从而使我国从新石器时

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

相对完整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与现行高中历史

教材的经济内容进行了衔接。这样便于学生更加

全面地了解、认识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状况。

四、使用七上教材的建议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七上教材在思想

性、系统性、学科性、时代性等方面都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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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例结构、课文内容上有新的调整。用好七上

教材，对于一线历史教师来说，是充满挑战的新

任务。为此，提出以下使用建议供教师参考。

第一，注重发挥历史教材的育人功能。

历史教材的主要功能是育人，历史教师要注

重并努力在教学实践中发挥好教材的育人功能。

七上教材的主线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发展、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逐步发展。教师要抓住教材的主题主线，注重对

教材内容进行分析与整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帮

助学生形成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

同，以实际行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历

史教材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作用。

第二，在钻研新课标的基础上梳理教材。

七上教材修订的重要依据是新课标。相对于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版）》，新课标

的主要变化包括凝练了历史课程所培育的核心素

养，注重通史学习的结构化、系统化，加强学生

学习的综合性、探究性、实践性和跨学科主题学

习，等等。教师要在认真钻研新课标的基础上分

析、梳理教材内容，特别注意在基础知识的结构

化整合、核心素养的进阶性渗透、跨学科主题学

习活动探索的过程中，将教学重点落在学生对一

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引导学生初步掌握分

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教师在对

教材内容进行整合时，要 “依标扣本”，即依据

新课标并基于教材，而不是 “另起炉灶”。

第三，注重教材中新增的内容及提法。

前文介绍了七上教材的新变化，教师应注重

并认真研究这些新变化。例如，依据考古研究的

新成果，教材明确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

国方案，即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

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更新了 “早期国家”概

念的内涵，通过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考古发现证

实，当时在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早

期国家。再如，七上教材的三个单元的标题都有

新变化，突出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教师要

注意类似上述的一些概念和提法的更新。

第四，用好配合课文学习的相关栏目。

此次教材修订，新增并更换了很多栏目，为

教与学提供了资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栏目

组织教学活动。其一，注意正文与栏目之间的配

合。正文主要叙述基本历史线索和重要史事，

“相关史事”“人物扫描”“学史崇德”等栏目提

供了历史细节，辅助理解正文。教师在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时，要注意将二者有机结合。其二，

注意各栏目的搭配使用。每课所设的栏目，虽然

各有其功能和学习上的意义，但又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整的学习活动系统，包括阅读、感悟、理

解、分析、论证等。教师在理解各栏目功能的基

础上，应注意挖掘和利用这些栏目相互配合的内

在联系。

总之，对于初中历史教师来说，需要认真研

读七上教材内容，努力在教学实践中用好教材。

七上教材的新变化，尤其是修订的指导思想、通

史体例的加强、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课文内容增

补的依据、栏目设置的变化等方面，是全套新修

订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共通的。因此，对七上教材

的钻研、依据新课标和教材进行教学设计、在教

学实际中处理好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开展以学生

为主体的探究活动等，既是探索的过程，也是为

用好全套新修订义务教育历史教材探索路径、积

累经验的过程。２０２４年９月开学，七上教材将

在全国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 （五四制为六年级学

生）中投入使用，希望广大初中历史教师在使用

它时，能够直面挑战，勇于探索，积极实践，不

断总结经验，创造出使用七上教材的教学成果，

共同推进新时代初中历史教学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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