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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索

高中历史教学的删繁就简之道

吴　波

摘要：在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材内容多、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历史教学的删繁

就简势在必行。在删繁就简时，教师应在深入钻研历史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历史

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依据 “明确教学重点—厘清主干知识—确定关键问题—精选典

型材料”的路径进行规划和设计，以便做到重点精准、知识精要、问题精练、材料

精密，从而减轻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负担，增强教学的实效性，落实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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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历史教师普遍感到高中历史统编必修

教材内容多，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教学任

务，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较难落实。在这种

情况下，历史教学的删繁就简势在必行。下面以

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材 《中外历史纲要 （下）》

第四单元第８课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下

简称 “本课”）为例，浅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如

何进行删繁就简。

一、明确教学重点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

年修订）》提出在分析和整合教学内容的基础

上，教师需要将教学的重点提炼出来。尤其是高

中历史课程的内容涉及面广、包含的史事多，所

以更需要突出核心要点，通过重点内容的突破，

带动整体内容的教学。［１］４７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

材内容多、课时有限是客观事实，教师在教学中

感到很难完成教学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没有明确教学重点。

叶小兵认为，历史教学中的重点主要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重点，如重要的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制度等；另一类是认识

性的重点，如重要的思想或观念、重要的阐释和理

解，也包括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带动了对历史的

理解和认识，带动了一节课的教学）。［２］在两类教学

重点中，“认识性的重点”更加重要，因为 “历

史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历史的认识”［３］。“认识

性的重点”反映了历史教学的本质，体现了历史

教学的价值。教师在教学中未能抓住重点，主要

原因是仅从 “知识性的重点”的角度确定教学重

点，而没有从 “认识性的重点”的角度思考如何

确定教学重点。

本课包括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

学的兴起 （即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四部分

内容，每部分内容都包括许多知识。在以往所用

旧教材中，这些内容或者独立成课，或者是某一

节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使用旧教材进行教学

时，这四部分内容都是教学重点。现行高中历史

统编必修教材将这些内容编入一节课中，如果教

师依据 “知识性的重点”来确定教学重点，就会

感到它们都很重要、都是重点，这样就会导致重

点多的问题，多个重点等于没有重点。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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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必须依据 “认识性的重点”来确定本课的

教学重点。

依据 “认识性的重点”确定教学重点，首

先，需要理解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本课所在的

《中外历史纲要 （下）》第四单元包括 “欧洲的

思想解放运动”和 “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制

度的确立”两节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提出的单元要求是

“通过了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资

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

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

理念的初步实现”［１］１６。该要求关注了单元内两

节课之间的关系，即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为欧美资

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政治思

想理念，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初步

实现了欧洲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思想

理念。具体到本课教学，学生应通过本课学习认

识到近代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和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政治思想理念。

其次，应该从学科知识的角度深入挖掘一节

课的核心内容。依据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提出的要求可知，

本课的核心内容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理念。徐

大同等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政

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基督

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产生

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到中世纪发展为占统治

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经典、信条成为人们

观察一切问题的依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

属于它，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无论是维护教

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基督教

的历史上找依据。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

本政治观，它主张人天生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

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为了维护

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公共权

力和政治秩序。政治社会与公共权力的目的就是

维护和促进个人的权利。［４］８９将中古时期西方的

神学政治观与近现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观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神学政治观强调神权，权力政治观强

调天赋人权和建立维护人权的政治制度。近代欧

洲通过四次思想解放运动，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

了权利政治观，其中人权的内容大体包括了生

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等，在维护人权的

政治制度方面，思想家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

张。［４］９马克篧认为，个人和民族两个层面上的自

由意识的觉醒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观念前提，

其中个人层面上的自由意识的觉醒更具有基础意

义。［５］ “个人层面的自由意识觉醒”始于文艺复

兴，至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深化，形成了近代人

权观念和制度构想，即本课教材 “启蒙运动”一

目所述的 “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治和权力

制衡”等政治思想，以及 “孟德斯鸠强调立法、

司法、行政相互监督、制衡；伏尔泰寄希望于

‘开明’君主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卢梭

主张主权在民”等具体的制度构想。［６］４８这些是

权利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它们为近代西方资产阶

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发表的 《独

立宣言》，阐述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主

权等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念；１７８７年美国制

定的宪法包括联邦制、分权制衡和人民主权三大

原则，体现了权利政治观中的天赋人权观念和三

权分立、权力制衡等制度构想。同样地，法国大

革命过程中颁布的 《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了人

权、自由、平等、法治、人民主权和保护私有财

产等原则，较为完整地宣示了权利政治观中的人

权观念；１７９１年宪法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制国

家，实行三权分立，《拿破仑法典》明确了财产

关系和所有制问题，确认了自由、平等原则，确

认了对人权 （主要是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二者

体现了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念和制度构想。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本课的教学重点确定

为 “欧洲思想解放运动推动权利政治观形成”，

这一重点是 “认识性的重点”。这样，本课的教

学重点就由多个 “知识性的重点”变为一个 “认

识性的重点”，实现了教学重点的删繁就简。

二、厘清主干知识

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觉得教材内容多，很难完

成任务，这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厘清主干知

识有关。姚国平认为，历史学科主干知识是指在

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最能体现历史发展趋势和

本质特征的基本线索，它能够起到纲举目张和总

揽全局的作用。［７］由于现行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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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一节课中包含旧教材中多节课的知识，所以，

现行教材的主干知识应该包括整节课的主干知识

和各部分的主干知识。整节课的主干知识与这节

课的 “认识性的重点”密切相关，它能够起到对

整节课纲举目张和总揽全局的作用；各部分的主

干知识与整节课的主干知识密切相关，它们能起

到对该部分内容纲举目张和总揽全局的作用。

本课的 “认识性的重点”是 “欧洲思想解放

运动推动权利政治观形成”，主干知识是权利政

治观，包括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治等人权

观念和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直接

民主等制度构想。

关于本课各部分的主干知识，需要明确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与 “权利

政治观形成”的关系，厘清每次思想解放运动所

包含的权利政治观的要素，即近代的人权观念和

制度构想。

教材 “文艺复兴”子目指出，文艺复兴运动

的 “精神内核是人文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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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５人文主义统领了本子目的所有知识。

徐大同认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用人

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资产阶级提倡理性，

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桎梏；

提倡个人现世的幸福，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他

们把理性、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看作人类普遍

的、永恒的本性，以此论证他们摆脱封建制度的

束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要求的合理性。［４］１２０徐

蓝认为，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欲望以

及对现世幸福的追求。［８］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包含了 “自由”“幸福”等

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念，这是教材 “文艺复

兴”子目的主干知识。

教材 “宗教改革”子目指出，“路德认为人

的灵魂获救靠自己的信仰，不靠烦琐的宗教仪

式；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独立的民族教

会和廉俭教会，力主用民族语言进行宗教活

动”［６］４６。马丁·路德的主张代表了宗教改革运

动的核心思想。徐大同认为，在宗教改革过程

中，资产阶级以理性为武器，对封建教会的统治

地位和封建特权、等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近代意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在运动中已

经初步得到表达。以个人信仰自由为基础，各国

制定了适合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新教教义。［４］１２１１２２

因此，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包含了 “自由”“平

等”“民主”等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念，这是

教材 “宗教改革”子目的主干知识。

教材 “近代科学的兴起”子目指出，“科学

革命形成了重视经验和事实的理性化思维方式，

确立了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归纳和综合等基

本途径发现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６］４７教材仅简

述了科学革命中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从思想

解放的角度考量，科学革命中蕴含的思想才是本

子目的核心。陈乐民认为，十七世纪的哲人 （思

想家和科学家）不再以 “神”为本位、用 “神”

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的

体验、人的独立思维为本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

人的眼光去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９］美国学者勒

纳 （Ｌｅｒｎｅｒ）等人认为，“十七世纪以来的思想

家却不盲从古代权威，决心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

来领悟知识将把他们带往何处。他们以 ‘大胆求

知’为座右铭，以希腊盛世以来西方闻所未闻的

方式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和思想的自由活动”。［１０］

因此，科学革命蕴含了权利政治观中的 “自由”

思想，这是教材 “近代科学的兴起”子目的主干

知识。

如前文所述，教材 “启蒙运动”子目指出

“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治和权力制衡”等

政治思想，以及 “孟德斯鸠强调立法、司法、行

政相互监督、制衡；伏尔泰寄希望于 ‘开明’君

主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卢梭主张主权在

民”等具体的制度构想。［６］４８可见，启蒙运动的

思想主张全面地包含了权利政治观中的近代人权

观念和政治制度构想，这是教材 “启蒙运动”子

目的主干知识。

厘清了一节课中各部分内容的主干知识，在

教学中就可以围绕主干知识开展教学活动，避免

眉毛、胡子一把抓，可以实现知识内容的删繁

就简。

三、确定关键问题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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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提出，教师要结合教材对学习专题的

内容进行梳理，明确该专题所涉及的范围及重要

史事。在此基础上，概括和确定该专题中的关键

问题，并将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与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的发展建立起联系。［１］４７教师在使用高中历

史统编必修教材时觉得内容多，完不成教学任

务，与教学过程中设置的问题过多、未能确定关

键问题有关。

本课内容包括了旧教材多节课的知识，如果

按照使用旧教材时的方法开展教学，会出现设置

问题过多的状况。例如，在使用旧教材开展 “文

艺复兴”教学时，教师会出示材料，引导学生分

析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然后出示材料，引

导学生概括 “文学三杰”但丁、薄伽丘、彼特拉

克的人文主义思想，探讨 “美术三杰”拉斐尔、

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作品的人文主义意蕴，分

析莎士比亚作品 《哈姆雷特》中所蕴含的人文主

义精神；最后分析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意义。这

需要设置五个以上的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

本课每部分都这样设置问题，肯定行不通，在有

限的时间内完不成任务。

关于历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徐蓝、朱汉国认

为，关键问题就是核心问题，是学习专题中教学

的重点之重点，只有抓住和准确把握核心问题，

才能对学习专题的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历史理解

和历史解释。［１１］ “重点之重点”即 “认识性的重

点”。因此，一节历史课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是与该课 “认识性的重点”密切相关的问题。

本课的 “认识性的重点”是 “欧洲思想解放

运动推动权利政治观形成”，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引导学生 “认识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权

利政治观形成”。吕思勉认为，研究的方法，要

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１２］ “认识欧

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权利政治观形成”是一个

“大问题”，要解决这一 “大问题”，需要 “先分

之而致其精”，将其分解为每部分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每部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与该部分

内容的主干知识密切相关的。

前文指出，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包

含了 “自由”“幸福”等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

念，这是 “文艺复兴”部分的主干知识，本部分

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是 “认识文艺复兴运动蕴

含的 ‘自由’ ‘幸福’等近代人权观念”。同样

地，宗教改革运动中思想家的主张包含了 “自

由”“平等” “民主”等权利政治观中的人权观

念，这是 “宗教改革”部分的主干知识，本部分

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是 “认识宗教改革运动蕴

含的 ‘自由’‘平等’‘民主’等近代人权观念”；

科学革命凸显了人的理性，蕴含了权利政治观中

的 “自由”思想，这是 “近代科学的兴起”部分

的主干知识，本部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应是

“认识科学革命蕴含的 ‘自由’观念”；启蒙运动

时期思想家的主张全面地包含了权利政治观中的

近代人权观念和政治制度构想，形成了近代的权

利政治观，这是 “启蒙运动”部分的主干知识，

本部分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认识启蒙运动中

形成的权利政治观”。

在解决了每部分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再将其

进行综合，总体上解决 “认识欧洲的思想解放运

动推动权利政治观形成”这一关键问题，包括权

利政治观形成的过程、核心内容、原因和影响

等，以便 “合之而见其大”。这样，本课教学所

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为五个，包括一个总体问

题和四个具体问题，与使用旧教材时相比，问题

数量大为减少。

通过确定总体的关键问题和各部分具体的关

键问题，可以将使用旧教材时设置的众多细碎的

问题精简为少数重点问题，这样可以实现教师教

学任务和学生学习任务的删繁就简。

四、精选典型材料

教师在使用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材时觉得内

容多，完不成教学任务，与教学过程中使用材料

过多有关。叶小兵认为，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历

史教学，其中最具学科本质和特点的，就是学生

如何运用材料去研究历史的问题。［１３］在历史教学

过程中开展材料研习是当今历史教学的普遍做

法。但是，由于高中历史统编必修教材每节课包

含多部分内容，如果每部分内容都运用多个材料

开展教学，必然会造成整节课材料的使用量过

大，难以完成教学任务。

余文森主张，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应聚

焦核心知识，推进 “少而精”的教学。［１４］历史教

学中所使用的材料，也应该聚焦主干知识，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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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精选精用。前文指出，本

课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一个大问题和四个具

体问题。大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具体问题解决基

础上的，运用材料开展教学主要是在解决四个具

体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每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需

要围绕该部分的关键问题，选择典型材料。

例如，在 “文艺复兴”的教学中，需要围绕

“认识文艺复兴运动蕴含的 ‘自由’‘幸福’等近

代人权观念”这一关键问题，选择彼特拉克

（Ｐｅｔｒａｒｃａ）的经历及其主张的材料开展教学，

因为彼特拉克被称为 “人文主义之父”，学生从

他的经历和思想主张中可以深刻领会 “人文主

义”的内涵，认识文艺复兴运动所蕴含的 “自

由”“幸福”等近代人权观念。

关于彼特拉克的经历和思想主张，可选用以

下三则材料：

彼特拉克性格豪放不羁，喜欢探奇览胜、游

赏山川湖海。这是与中世纪基督教的清规戒律相

悖的行为。因为基督教蔑视世俗生活，认为山川

湖海为恶魔所造，会将人们引向歧途。彼特拉克

冲破了宗教的禁锢，表现了市民阶级的情趣，热

爱大自然，追求对大自然美的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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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彼特拉克虽然身为教会人员，却大胆宣称：

“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１６］

彼特拉克在其作品 《歌集》中写道：“既然

我为爱情而死，虽死犹荣，我又何必让爱神将情

带解开或者剪断，虽然这免不了痛苦和死亡，但

我却心甘情愿。”［１７］

第一则材料展现了彼特拉克人生经历中的一

个片段，其行为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理性，

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桎梏；

提倡个人现世的幸福，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的人

文主义内涵。后两则材料展现了彼特拉克的主

张，反映了他对爱情的追求。三则材料蕴含了

“自由”“幸福”等近代人权观念。

同样地，在 “宗教改革”的教学中，应围绕

“认识宗教改革运动蕴含的 ‘自由’‘平等’‘民

主’等近代人权观念”这一关键问题，选择马

丁·路德思想主张中体现 “自由” “平等” “民

主”等近代人权观念的材料，组织学生开展探

究，因为马丁·路德被誉为 “基督教改革的先驱

和奠基人”，他的思想和行动对基督教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欧洲宗教和社会的变

革。在 “近代科学的兴起”的教学中，应围绕

“认识科学革命蕴含的 ‘自由’观念”这一关键

问题，选择牛顿事迹中深刻体现 “自由”这一近

代人权观念的材料，组织学生开展探究，因为牛

顿是科学革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被誉为 “现代

科学之父”和 “近代物理学之父”。在 “启蒙运

动”的教学中，应围绕 “认识启蒙运动中形成的

权利政治观”这一关键问题，选择伏尔泰、孟德

斯鸠、卢梭三人的主张 （人权观念和维护人权的

制度构想）的材料开展教学，因为三人是启蒙运

动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法兰西的 “自由

三剑客”。

至于本课各部分内容中其他知识的教学，教

师应进行简化处理。例如，对于 “文艺复兴”子

目中但丁、薄伽丘、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

芬奇、莎士比亚等人的相关知识，教师可以联系

初中所学，引导学生进行简要回顾；“宗教改革”

子目中的加尔文教和英国国教，教师可以直接

“告诉”学生其内容；“近代科学的兴起”子目中

哥白尼的成就，教师可以进行 “简述”；“启蒙运

动”子目中除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之外的其

他思想家的主张，教师可以 “列表”展示给学

生。这些内容基本上都不需要教师运用材料开展

教学。

通过精选典型材料引导学生对关键问题进行

探究，对其他知识进行简化处理，可以突出重

点，实现教学所用材料的删繁就简。

以上结合 “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课，从

明确教学重点、厘清主干知识、确定关键问题、

精选典型材料四个方面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删繁就

简进行了阐述。四个方面是有机的整体，通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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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教学重点，可以围绕 “认识性的重点”厘清主

干知识，依据主干知识确定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根据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精选典型材料。从

这四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实施，可以做到重点精

准、知识精要、问题精练、材料精密，解决高中

历史统编必修教材内容多、在有限时间内难以完

成任务的现实问题，减轻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

负担，增强历史教学的实效性，落实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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