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初中历史课堂的有效叙事结构

——以《夏商周的更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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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解：

叙事结构之“灵魂”



梳理特征 时间跨度很大，年代久远

内容相对陌生，不易理解

空间概念较多，不易把握

史料相对有限，不易解读

情境现史

通览观史

聚焦探史

文物析史

多方论史



梳理特征

把握课标

知道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

知道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了解西周

的分封制及其作用。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

时序与地域
原因与结果
延续与变迁

……

夏 商 周

通览：朝代更替

聚焦：分封制

【教学立意】基于夏商周更替的历史事实，理解分封制在巩固西周统
治、扩大华夏文明影响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认识政治制度的创新、
发展是古人政治智慧的体现。



梳理特征

把握课标

分析教材

本课子目：

夏朝的建立与“家天下”

商汤灭夏

武王伐纣

西周的分封制
材料研读

地图

考古研究成果



梳理特征

把握课标

分析教材

关注学情

“历史”故事和“虚构”故事不同的，首先

在于其内容，而非其形式。历史故事的内容是真

实的事件，实际发生的事件。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



二
重构：

叙事结构之“骨架”



教学流程

大禹治水

夏朝建立

时日曷丧

商汤灭夏

武王克殷

西周初建

通览观史 两次分封
天下归周

聚焦探史



三
呈现：

叙事结构之“血肉”



策略1 通览观史：突出时序与地域



商朝虽灭
殷人犹存

三种方案
独取分封

文字 地图

表格 图示

策略2 聚焦探史：动态呈现延续与变迁



策略2 聚焦探史：动态呈现延续与变迁

商朝虽灭
殷人犹存

三种方案
独取分封

成王即位
问题再现

周公再封
制度完善

武王既丧…… 群
弟乃流言于国曰：“公
（周公）将不利于孺子
（周成王） 。”

——《尚书》

方法1 方法2



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
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
两长臂，抱殷宋于肘掖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
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

——钱穆《国史大纲》

策略2 聚焦探史：动态呈现延续与变迁

“环抱”理论
突显特点



策略3 文物析史：二维视角下的深入剖析

克盉

文物1：克盉

拉近距离

完善概念

文物2：匽（燕）侯盂

二维视角

呈现作用



策略4  多方论史：形象比喻升华认识

（诸侯国）譬犹从一大树中截枝分栽，别成一独立之
新根干。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分封制）在几十年短暂的时间里，一下子就人为地
迅速地分出那样多的国家……如同抛手榴弹，抛到哪里，
哪里就炸开一朵花。这是多么大的历史气概！

——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

周人建立了分封制度……立一个网络结构的模式……
各自率领一些武力，长驻于若干要地，以这些“点”，拉
成几条“线”，方能控制相当广袤的“面”。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

截枝生根
立木成林

抛掷炸弹
落地开花

点线结合
交织成网



欢迎各位老师予以批评、指导！

通览观史

聚焦探史

文物析史

多方论史

在“故事”中呈现历史发展（形式）

以史料为边界展开合理想象（基础）

谨慎地处理事件之间的联系（逻辑）

合理地安排故事的情节结构（真实）

潜移默化地传达出某种意义（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