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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课怎么上？功能定位？



高中历史

导 言



1.激发兴趣，历史学如同探案



《中国历史地图册》七年级上册

王畿内部：
职官系统

国家管理：
内外服制

过去的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过程

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殷复兴，诸侯归之。
——《史记·殷本纪》



过去的记录、研究和评论

2017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甲骨文发现之初，正值积贫积弱的晚清……

给我们留下无尽的伤痛和遗憾。而今天……担负着
文化使者的重任，底气十足地向世界展示3000多

年前的殷商文明。
——王宇信《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从

殷墟走来，向世界走去》



历，过也，传也。

秝（lì）

止

从又持中，
中，正也。

——（汉）许慎《说文解字》



1. 概述：过往的事物、现象、发展过程和

相关记述、研究、评论。

导 言

一 所学“历史”



2.初高中贯通，我们将要学习的
高中历史课程和初中是有区别的



历史课程标准
初中（2011年版） 高中（2020年修订）

知道甲骨文是已

知最早的汉字。

必修：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

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

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的基

础上，进一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人类历

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大趋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历史课程标准
初中（2011年版） 高中（2020年修订）

知道甲骨文
是已知最早
的汉字。

选择性必修3：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人类文明
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认识中华文化的世
界意义。
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对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文
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意义。

➢ 中华文化整体特征和价值

➢ 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站位



3.注重学法指导，高中的历史课是
应该这样去学的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美】卡尔·贝克尔



我自己的历史学习

1.记忆中看过的历史纪录片有哪些？

2.很有感悟的历史著作是哪几本？

3.感觉很有收获的博物馆有哪些？

4.是否留存了初中历史印记？

5.最得意的历史学习方法是什么？

……



笔记：提纲挈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

教材空白处笔记

《世界殖民体系与
亚非拉独立运动》

绘图笔记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与早期国家》

分栏笔记



统一多民族国家
建立和巩固

发展

壮大

阅读：从纲目开始



历史史实—历史概念—历史线索—历史规律
（结构） （具象） （清晰） （理解）



夏朝——商朝——西周

青铜时代
经济 政治 文化

早期国家的特征

点

线

面



知识点 经济 政治 文化

线
索

夏
青铜器发展
木石农具

世袭制 神话

商 青铜器繁荣
仍木石农具
井田渐普及

内外服制 神巫

西
周

分封制宗法制
礼制
人文

生产力水平低
需要协作劳动

国家治理体制
逐步形成发展

神化王权到
重人文礼制

早期国家的整体面貌

夏朝——商朝——西周
青铜时代



大（王）令众人 （协）田
刻辞牛骨

卜辞：

大（王）令众人曰：
（协）田。

其受年？十一月。

探究：多角度深入



【历史解释】

【时空观念】商后期
河南安阳出土

卜辞：大（王）令众人曰：
协田。其受年？十一月。

据学者不完全统计《甲骨
文合集》等记载“求年”
“受年”卜辞达450余条，
即丰收。

反映何时何地何人？

人们的活动和原因？

其他佐证判断依据？

如何理解这一记录？

中国历史发展地位？

重农集体劳作
商王神化王权

【家国情怀】中华文明的体现

【史料实证】

【唯物史观】



历史，到底要学什么？
▲要学习历史知识，但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学生要能够掌握学习

历史的能力和方法，形成具有历史特征的品格，以及正确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通过历史学习，学生要具备比了解一般的历史知识更上
位的东西。

◆能够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去理解历史、构架自己对历史的解释。

◆当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不再以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为其生涯的时候，
以往的历史学习留给他/她什么样的能力、品质和价值观，能够使他们
终生受用，并能够带给他们成功的人生。

——徐蓝教授《高中历史课标研制的几个问题》



4.丰富内涵，拓展视角，历史
将丰富你的人生



➢丰富内涵，拓宽视野。

➢提高能力，获得历史素养。

➢感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高屋建瓴

学会鉴古知今解决问题，志存高远

借鉴

担当

通达



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

对象，它思接万载，视通万里，

千姿百态，令人销魂。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史学提供了一种特有的训练，逐
渐去领会一种学术的境界，去掌握一
种求真的技能，去积累一种贯通古今
的智慧，去培养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
怀。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阎步克



2017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甲骨文发现之初，正值积贫积弱的晚清……

给我们留下无尽的伤痛和遗憾。而今天……担负着
文化使者的重任，底气十足地向世界展示3000多

年前的殷商文明。
——王宇信《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从

殷墟走来，向世界走去》



探索文化史教学的有效策略

——以《三国至隋唐的文化》为例

北京四中 张凯



历史课讲文学艺术科技，如何
讲？



一、探索历史课上如何讲文化史
1.注重文化史自身的地位，从完整意义
上理解唯物史观



通过中外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人物和现象，展现人类
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以及
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使学生
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演变的基本
脉络，以及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肯定“文化”在历史中本来所具有的旺盛活力，科学
地阐释历史进程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肯定历
史的主体——实践着的人的创造性功能，肯定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既受制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又具有独立性和
巨大的反作用力，把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看作一
个活生生的生命整体，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历
史科学的完整形象，才能生动、丰富地描绘出历史的全貌，
准确、深刻地揭示历史自身的运动规律。

——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

唯物史观

辩证关系 整体意识 历史规律



一、探索历史课上如何讲文化史
1.注重文化史自身的地位，从完整意义
上理解唯物史观
2.时代背景理解文化，文化作品品味时代





二、探索符合统编高中历史教
材的正确教学方式
1.教学立意的凝练



1.4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大一统的发展
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隋

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
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
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了解成就 认识特点 分析原因 提升认识



三国两晋南北朝
的政权更迭与
民族交融

从隋唐盛世
到五代十国

隋唐制度的
变化与创新

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推动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十国

重
要
史
事 奠基 表现 保障

继承

条
件

条
件



文化
繁荣领先

国家强盛民族交融

交融强盛促成全面繁荣，全面繁荣造就世界领先



二、探索符合统编高中历史教
材的正确教学方式
1.教学立意的凝练
2.教学目标的制定



在概括三国至隋唐的儒学、道教与佛教的发展，
文学艺术，科技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重要史事的基础上，
能够利用表格与示意图概述和说明各文化领域的突出
成就和发展历程；能够运用相关图文史料，分析文化
成就的主要特征，探究文化繁荣领先的原因；认识国
家强盛、交融创新造就了文化的全面繁荣、世界领先。



二、探索符合统编高中历史教
材的正确教学方式
1.教学立意的凝练
2.教学目标的制定
3.教学方法的选择









二、探索符合统编高中历史教
材的正确教学方式
1.教学立意的凝练
2.教学目标的制定
3.教学方法的选择
4.教学资源的选用







感谢倾听，
欢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