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历史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



一、策略与教学策略

“策略”一语是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计划和指
挥。（“战术”是指部队的调遣）从更一般的意义
讲，策略是为达到某种目的使用的手段或方法。在
教育学中，这个词一直是与“方法”、“步骤”同
义。“策略”还用来指教学活动的顺序排列和师生
间连续的有实在内容的交流。在本条目中，“策略
”用来表示为达到某种预测的效果。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教学卷（下），第261-262页



“教学策略是指在课程与教

学目标确定以后，依据学生的学

习规律和特定的教学条件，有针

对性地选择与组合相关的内容、

媒体、评价技术、组织形式、方

法和各种手段等，以便形成具有

效率意义的特定教学方案的原理

、原则和方式。”



“战略就是目标与能力的平衡。”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如果你寻求的目标超出了你的能力，那

么你迟早要调整目标以适应能力。随着能力的

提升，你可能会达成更多的目标，但不可能达

成所有目标，因为目标是无限的，而能力则永

远存在界限。无论你在两者之间达成什么样的

平衡，现实和理想之间，也就是你当前所处的

位置和你的目的地之间总会存着差距。只有当

你在可操作的范围内，将现实与理想之点连在

一起（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距），才能称之为

战略。”



二、中学历史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

1.主题引领

2.情境创设

3.任务驱动

4.评价反馈



1. 主题引领

所谓专题，就是能够把若干孤立的
事实按一定的观念和逻辑组合在一起的
问题。

所谓主题，就是有明确价值导向的
专题。



总
结
升
华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2. 情境创设

“学生能否应对和解决陌生的、复杂的、

开放性的真实问题情境，是检验其核心素养水

平的重要方面。”

——《课程标准》（2017年版）



导入

展示材料，揭晓谜底
：李煦将请安与大臣
病故的信息写在了一
处，上呈给了皇帝。

引出“奏折制度”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上奏内容 上奏时间

①请安折 康熙三十二年六月

②苏州得雨并报米价折 康熙三十二年七月

③进元旦龙袍并漆器折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④贺亲征噶尔丹获胜折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

⑤夏季雨足米价如常折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

⑥请安并报秋收米价折 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

⑦镇江丹阳一带忽有飞蝗，
业经扑灭，不至成灾折

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

⑧祝寿折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

⑨闻太仓有人起事折 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⑩巡盐张应召居官情形折 康熙六十年八月初八日

农业情况

农业情况

农业情况

农业情况

边疆与军事

社会秩序

官员表现

问候皇帝起居，进献贡物

问候皇帝起居，进献贡物

问候皇帝起居，进献贡物

材料一 李煦奏折目录节选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私密性高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直达皇帝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灵魂



史
料
展
示

疫情来临，教会无效的应对措施使人们对教会的权威产生怀疑。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灵魂



史
料
展
示

瘟疫面前，贵族特权阶层也纷纷
染病去世，并没有免死特权，平
等观念逐渐强化。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灵魂



史
料
展
示

随时降临的死亡威胁使人们开
始冲破禁欲主义的束缚，追求
现世的享乐。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灵魂



史
料
展
示

疫情导致社会动荡，劳工、农民起义不断，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人（医生）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
开展自救，人的价值开始凸显。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灵魂



3. 任务驱动

“任务驱动”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紧紧围绕一个或多个任务进行自主探究或互
动协作，通过最终解决问题来达成教学目标
的学习实践活动。简单说来，任务驱动的教
学设计意味着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是活动课
，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学习。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附录2  教学与评价案例

1. 导入学习任务一：从城市布局认识城市生活变化

……

2. 导入学习任务二：从商业和对外交流认识唐宋社

会变化

……

3.  导入学习任务三：学生眼里的唐宋社会变化



任务驱动式的教学

活动化对应的是静态化和惰性化。要让学科知
识和学生思维活起来，首先就要让学生的身体动起
来。

◼ 操作学习

◼ 项目学习

◼ 做中学

◼ 综合实践活动



1.19  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

通过了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
展以及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理解工业革
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
深远影响。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研
究
性
学
习

（1）活动主题：探寻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思想文化渊源

（2）活动目标：

能够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归纳相关代表人物在历次思想解放运

动中的贡献及影响。探究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确

立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学会把握社

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研
究
性
学
习

第一组：阅读教材“学思之窗”，搜集相

关史料、史实，说明你如何理解这段话？

（文艺复兴背景部分）

教师点拨：在学生研究展示的过程中，我

要指导学生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角度出发，分析文艺复兴发生的根本原因。

渗透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研
究
性
学
习

第二组：了解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艺术

等方面的成就，结合具体成就案例，完成

教材“思考点”的问题？

（文艺复兴的成就部分）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研
究
性
学
习

第三组：阅读教材“辩论”

图片，讲述赎罪券与马丁路

德的故事。（宗教改革部分）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概览



研
究
性
学
习

第四组：阅读教材“历史纵横”和人物图片，

探究“日心说”的价值，了解近代科学家的

科学精神和献身精神。（科学革命部分）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研
究
性
学
习

第五组：阅读教材人物图片，思考为什么后

人评论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启蒙运动部分）

教 学 过 程 设 计
第二环节：新授——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之概览



二、疆域的奠定

①郑成功收复
台湾；②清设
台湾府，隶属
福建省

③抵御沙俄入
侵；签订《尼
布楚条约》⑨建立盟旗制度；

⑩平定准噶尔

⑥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⑦设立伊犁将军

④册封达赖、班
禅；
⑤派遣驻藏大臣；
⑧颁布《钦定藏
内善后章程》



二、疆域的奠定

请自拟一个分类标准，对上述事件进行分类。

对内/对外 武力/和平

概括清代巩固边疆的政策有哪些特点？

因俗而治；有效管理；抗击侵略；打击分裂

边疆政策成
果

边疆政策启示

升华



4.评价反馈

一是掌握过程性评价的理念和方法；二是

提高课堂教学即时评价的能力；三是与信息

技术结合提升评价效率；四是掌握高考的评

价体系。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雍正皇帝可以扩大消息的来源，能够有更多人向他提供民间的情况。

皇帝可以直接在地方上选拔人才。

皇帝可以知道大臣私下交往的情况，杜绝大臣之间结党营私。但我

觉得这个发展到后面影响可能不太好，大臣内心会非常畏惧。

大臣有拿不准的事情可以常常直接向皇帝请示。

皇帝可以增进与大臣之间的私人感情。

强化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加强皇权

学生发言



感谢两位老师的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