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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背景

课标分析

学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进一步拓宽
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并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为未来的学
习、工作与生活打下基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第1页

注重衔接

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

造福人民

宏观把握



通过学习，学生应了解和掌握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体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理解不同
时空条件下历史的延续、变迁与发展，学习史
料实证的基本方法，能够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作
出正确的解释；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
趋势的认识，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传统，拓宽
国际视野，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第12页

一、教学背景

课标分析

核心素养

立德树人

中观把握

微观把握

注重衔接

核心素养

兴趣情怀



教材分析

一、教学背景

➢ 教材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多栏目落实核心素养和家国情怀。
渗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内容，努力
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发展的新成就、新成
果，充实丰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相关内容。

➢ 全套教科书是一个整体。选择性必修是必修基础上的递进与拓展。

➢ 教科书重视学科大概念。重要知识“点”根据历史纵横交错的
“线”来安排，关注相对较长时段类似专题形式概括的“面”，呈
现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这种安排体现在目-课-单元编排中。



学情分析

一、教学背景



教学目标

一、教学背景

通过探究活动和对比分析，理解高中历史学习对象、

整体框架和学科特点；

通过示范引领、探究甲骨文背后的历史，激发学习兴趣，

明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及提高素养的基本方法，涵育家国情

怀，坚定四个自信，感悟学史意义，提升历史责任感。

重点：高中历史学习内容特点和学习方法

难点：初步认识学科核心素养、理解学史意义

本课目标

重难点



二、教学过程

主要环节

环节三

示范引领

掌握方法

环节四

梯度设问

瞄准素养

环节五

升华认识

学以致用

环节一

探究激趣

解读概念

环节二

对比分析

明晰框架

激趣总览 学法素养 怡情导学

胸有成竹开启思接万载的学习之旅



环节一：探究激趣，解读概念

二、教学过程

王，天下所归往也。

——（汉）许慎《说文解字》

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

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

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

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

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

程图……



➢ 理解研究对象的三层内容

➢ 渗透唯物史观和家国情怀

➢ 激发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

二、教学过程

环节一：探究激趣，解读概念



二、教学过程

环节二：对比分析，明晰框架

《中外历史纲要》第1课 子目三“商和西周”



二、教学过程

环节二：对比分析，明晰框架

高中历史学习是
在初中基础上，

➢ 更注重大趋势
和基本规律

➢ 更注重整体认
识和文明视角



二、教学过程

环节二：对比分析，明晰框架

具体事例辅助理解

➢ 高中历史思维特点

➢ 学习内容整体框架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美】卡尔·贝克尔

➢ 明确指导

➢ 示范引领

➢ 强调要点

➢ 深挖教材

二、教学过程

环节三：示范引领，掌握方法

经验积淀



二、教学过程

环节四：梯度设问，瞄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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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过程

环节四：梯度设问，瞄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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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学过程

环节五：升华认识，学以致用



三、教学反思

通过探究活动，突显了学科史料实证、揭示规律的特点，

加上课后自主探究，学生初步形成了对高中历史课程的认识，以

及进行探究的意识，提升了学科素养。

通过示范性引领和具体事例探究，学生明确了高中历史学

习的基本方法，熟悉了教材，初步认识到历史学科素养的具体方

面，有利于进一步的自主学习。

发挥了导言课引导学法、引导思维、引导认知情感的作用。



谢谢！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