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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认知 中外文化的视野
——

统编 高 中 历史选择性 必修 ３ 教学建议

章 清

（ ：Ｕ？大学 厳史 篆 上海 ２＿＆ ）

摘要 ｒ统编高 中 历 史教材选择性必修 ３ 〈〈文牝Ｘ流与 传
＇

播 旨在通过与此相 关

的 ７ 个 专题 ，
从人类历 史上发生 的文化交流 与传播切入 ， 展现不 同 文明 、 不 同人群

之 间 的联系与 互动 ， 帮助学生理解文化交瀘与传播在人类文明 演进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 。 作为 统编教材 ， 尽管编者努力兼顾全 国 各地各类 学校的情况 ， 但实际上难 以做

到 两全 。 故而 ， 教师在使用教材时 ，
： 有必要结合所在学校的情况 ， 在教材研究与 学

术研免方 面做些努力 ，
以努力拓展学 生认知 中 外文化的视野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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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课是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 １７ 年版 ２〇２〇 年修订） 》 （以下筒称
Ｋ

课标
”

）

确立的霜中历：史奪程内餐。 课标：规自ｊ＿中历史

课程釆用必修 、
选修 、 选择性必修相结合的方

式 ， 必修课程设计为一ｔ模块 ， 即必修教材 Ｃ中

外历史纲要 》 ， 选择性必修课程毅计为三个稹块 ，

包括
“

画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经济与社会生活
”

和
”

文化交流与传播＇ 此外还有作为选修课的
“

史学入门
”
与

“

史料研读
”
两个模块 。 据此可

＿出 ， 课标是分层设计的 ， 体现出 由基础型向拓

展型及研＿型延伸 的结构 ： 基础型 必修课 ，

５角立了通史体倒 ， 涵盖序舞史 、
， ＃國史 ；

拓犛：

ｍ
—

＿释性必修课 ， 是必修课的拓展和递进 ，

主要讲述中外历史中与政治 、 ＆济 、 文化柑关的

内容 。 研宪型
——选修课 ， ．及史学方法论及＿

本的史学技能 。 高中历史课程作 出这样的区 ．分 ，

＿

是再座全国各地各类学校 的巨大差异 ， 故提供不

同．课程方案以供选擇 。

选择德：

必修 ３ 敎材 《文化愈應与传播 》 餘编

写工作 ， Ｅ式启动于 ２〇 ｉｒ年、 编写俎成员来 启

北京大学 、 首都师菹太学 、． 复旦大学 、 华东师范

大学 、 人民教Ｗ出版社及育中
一线教师 。 为倮于

一辑的膚 中敎师更好地了解本册教：材的基本内

容 ， 下面从四个方面对选择性必修 ３ 作简要的介

绍 ， 并提出一些教季建议。

―

、 编写框架结构

选择性必修课包含的三个模块 ， 主要渉及中

外历史演进中 与政治 、 餘济 、 文化柑关 的内容 ，

列为不周 的模块 ， 试图
＇

呈现更为 丰富多彩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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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 内容极为丰富 ， 难以全

面涵盖 ， 故又选择了其中之重点 ， 这从各模块的

标题即可看 出 。 三个模块各 由若干专题构成 ， 涉

及的具体内容大致按照时序进行讲述 ， 希望引导

学生从多个角度认识历史的变迁 。 按照徐蓝老师

的解读 ： 各模块的区分 旨在引领学生从政治制度

和社会治理 、 经济与社会生活 、 文化交流等不同

视角 ， 对中外历史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

不仅如此 ， 在编写框架结构上 ， 教材也作出

了新的尝试 ， 这主要体现在栏 目 的设置上 ， 除正

文外 ， 还设置 了本课导入 、 学 习 聚焦 、 史料阅

读 、 历史纵横 、 学思之窗 、 思考点 、 探究与拓展

等 。 这些栏 目 的 内容 ， 不能简单视作课文正文内

容的补充 ， 因为它们既包含引导学生如何学习 的

内容 ， 还包含正文内容的拓展 ， 尤其重视学生的

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 。 下面结合选择性必修 ３ 第

１ ４课 《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 》 ， 简要说

明各栏 目涉及的 内容 。

本课导入 ： 结合 图文 ， 生动 、 简洁地引出本

课要讲述的 内容 。 第 １ ４ 课以北京国子监的琉璃

牌坊导入 ， 旨在帮助学生 了解太学与国子监是中

国古代教育的象征 。 位于北京的 国子监 ， 是元 、

明 、 清三代 国家最高学府兼教育行政机构 。 由此

导入正文第
一子 目 的 内容 ， 表明教育在文化传承

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学习聚焦 ： 以简洁的文字 ， 总结 、 提炼每课

的重点内容 。 这是对每子 目 内容的要点提炼 ， 以

帮助教师和学生掌握本子 目 的重点 ， 并把握本课

的基本 内容 。 例如 ， 第 １４ 课有 四个学 习 聚焦 ：

其一 ， 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 、 科学研究 、 人才培

养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
其二 ， 印刷书 的诞

生 ， 极大地推进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 其三 ， 图

书馆的作用不仅在于保存古籍和文化遗产 ， 还逐

渐发展出服务公众的职能 ；
其四 ， 博物馆全方位

向公众提供关于 自然 、 文化各领域的知识 。

史料阅读 ： 提供简要的文献材料 ， 作为课文

知识的补充或拓展 ， 以引导学生分析材料 ， 加深

对正文内容的理解 。 例如 ， 第 １４ 课第二子 目选

择了 《史记 ？ 太史公 自 序 》 中的
一段话 ：

“

周道

废 ， 秦拨去古文 ， 焚灭诗书 ， 故明堂石室金匮玉

版图籍散乱 ……
”

这是为配合该 目讲述的
“

图 书

馆
”

而选择的史料 ， 目 的是让学生 了 解过去的

“

藏书之所
”

有不同 的表现形态 ， 同 时其职能也

显示出古今之差异 。

历史纵横 ： 从时间和空间等角度 ， 扩展 、 补

充正文 内容 。 第 Ｗ 课安排 了两个
“

历史纵横
”

的 内容 ： 其一 ，

“

留学教育
”

， 指出到异域留学也

构成学校教育重要的
一环 ， 对于传承文化同样发

挥了重要作用 ； 其二 ，

“

翻译活动的开展
”

， 阐明

书籍翻译在促进文化的交流 、 扩大文化的影 响力

方面 ， 发挥着重要作用 。 课标 明确说明 留学 、 翻

译事业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但

由于教材篇幅限制 ， 这两部分内 容难 以全面梳

理 ， 仅以这样简明的方式指出要点 。

学思之窗 ：

一

般辅助
一段 阅读材料提 出 问

题 ， 目 的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 思考问题 、 解决

问题的能力 。 第 １４ 课在第一子 目提供 了一段 阅

读材料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 ，

并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此段材料 ， 概括蔡元培的观

点 。 这段材料 旨在帮助学生思考近代中 国创办大

学的背景及曲折过程 。 蔡元培将大学定位于
“

研

究高深学问
”

的场所 ， 是试图将大学 由追逐高官

厚禄的名利场 ， 转变为研究高深学 问的殿堂 。

思考点 ： 紧密结合正文 ， 简短提问 ， 目 的是

引起学生关注重点 、 难点 问题 。 第 １ ４ 课在第二

子 目 ， 提出
一

个思考点 ：

“ ‘

印刷书
’

为什么被视

作
‘

新
一

代的书籍 这是希望学生能够从不同

的角度理解
“

印刷书
”

出现后产生 的深远影 响 ，

从而加强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能力 。

一

是基于

技术层面 ， 了解
“

印刷书
”

的 出现是将多项技术

整合在
一

起的产物 ， 是现代印刷术发展史上具有

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 。 二是立足掌握知识的层

面 ， 认识到印刷书的诞生 ， 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史

上的革命性转变 ， 是 因为从此以后掌握书籍的不

再是少数人 ， 它使更多人可以 阅读书籍 。 这大大

有助于文化的大众化 ， 对于提高文化修养 ， 促进

各民族的发展 ， 具有重要意义 。

课后栏 目包括问题探究和学习拓展 ， 设置的

目 的是希望学生通过对相关材料 、 问题的分析和

思考 ， 综合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第 Ｍ 课的
“

问题探究
”

提出这样的问题 ：

“

结合史事 ， 谈谈

学校教育 、 留学 、 印刷书 、 翻译以及图书馆 、 博

物馆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
”

。

“

学习拓展
”

则结合
“

国 际博物馆 日
”

的设立 ， 提 出 问题 ：

？２７？



“

结合某年国 际博物馆 日 的活动主题 ， 谈谈这一

主题的意义
”

。 这是希望学生结合相关史事 ， 理

解文化传承有不 同的载体 ， 同时思考问题中的各

项 内容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 。 而通过了解
“

国

际博物馆 日
”

的设立 以及每年确定的不 同主题 ，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博物馆的功能 。

以下重点说说设置
“

史料阅读
”

栏 目 的意

义 。 该栏 目大致是结合课文 内 容 ， 提供
一段史

料 ， 供学生 阅读 、 分析 ， 以加深对正文 内容的理

解 ， 同时训练学生阅读文献的能力 。 史料阅读是

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甚至史学专业能力不

可或缺的一环 。 季羡林先生回忆在清华大学旁听

陈寅恪先生上课的情形 ， 就特别指明 ： 陈先生讲

课 ， 就如同他写文章
一

样 ， 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

黑板上 ， 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 、 考证 、 分

析 、 综合 。

将史学等同于
“

史料学
”

固然不妥 ， 但不可

否认的是 ， 今天的人要了解人类在过去的
“

活动

事迹
”

， 所依凭的正是过去的
“

遗存物
”

， 即通常

所称的各种
“

史料
”

， 包括文献 、 实物 、
口碑等

资料 。 譬如 ： 我们要了解各古代文明 ， 就需要通

过考古材料或用古代文字书写的史料进行研究 ；

要了解近代的历史 ， 则离不开伴随物质与技术的

进步才出现的史料 印刷书 、 报章以及影像 、

声音等 。 换言之 ， 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
“

活

动事迹
”

， 都保留在各种形态的
“

史料
”

中 ， 离

开这些 ， 我们无从了 解
“

过去
”

。 当然 ， 高 中 阶

段的历史学 习不能与大学阶段的专业教育相提并

论 ， 但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 也不能完全

游离于此 。 我们应努力让学生了解 ： 历史教科书

上所呈现的各种史实主要是根据哪些史料进行阐

述的 。 可以说 ， 设立
“

史料阅读
”

栏 目 ， 正是希

望让学生接触
一些过去时代的

“

遗存物
”

， 并 由

此更贴近
“

过去
”

， 从而更好地想象
“

过去
”

。

概言之 ， 选择性必修 ３ 确立的编 写框架结

构 ， 既包含所列出 的 ７ 个专题 ， 同时 ， 除正文之

外 ， 还包括多个栏 目 的设置 。 这些栏 目都构成展

示课文 内容的重要环节 。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 ， 在

本册教材中 ， 每课所涉及的基本文献 、 图像资料

颇不少 ， 教师开展教学时 ， 可结合这些材料进行

讲述 ， 以加强学生史料实证 、 历史解释等核心素

养的培养 ， 让学生 明 了我 们所了解 的
“

过去
”

，

？２８？

都依赖于各种存留下来的
“

史料
”

。

二 、 内容设置

选择性必修 ３ 《文化交流 与传播 》
， 主要是

通过与此相关的 ７ 个专题 ， 从人类历史上发生 的

文化交流与传播切入 ， 展现不 同文明 、 不同人群

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 帮助学生理解文化交流与传

播在人类文 明演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为此 ， 课

标明确指出 ： 模块 ３ 内容上着重通过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主要方式 、 途径和载体 ， 展现中外历史上

重要文化产 品和文化成就交流传播的过程 ， 以及

对不同文化发展变化所产生 的重要影 响 。 从这 ７

个专题的架构可看出 ， 前两个专题分别揭示中华

文化 、 世界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 后五个专题

则提供 了认识
“

文化交流与传播
”

的主要视角 。

以往对文化的考察 ， 往往是在狭义的层面展开 ，

而选择性必修 ３ 将
“

人 口迁徙
” “

商路 、 贸易
”

“

战争
”

等 因素 ， 与文化的碰撞 、 交融与认同结

合起来 ， 这是此前历史教材 中较少专 门描绘的 ，

其重要性 自不待言
；
而将学校教育的发展 、 印刷

书的诞生 、 图书馆的成长 、 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

作为
“

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
”

， 则是希望全方位

展示
“

文化传承
”

这一主题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内容上不得不作 出取舍 ，

是编写工作面对的最大困难 。 换言之 ， 面对丰富

的 内容 ， 如何选择具有典型性 、 代表性的 内容 以

更好地呈现主题 ， 并不容易处理 。 这也是编写时

最费思量的 问题 。 选择性必修 ３ 最初是按照 ２０

课时来安排 内容的 ， 几经反复 ， 才调整为现在的

１ ６ 课时 。 在编写过程 中 ， 编者重点考虑 的是如

何选择合适的内容 ， 尤其是降低知识的难度 。 多

大的篇幅更易于教学 ， 也有不少争议 。 最后确定

从上述角度展示选择性必修 ３ 的基本主题 ， 是充

分吸收近些年史学研究成果的体现 ， 有裨于学生

拓展思考中外文化的视野 。 当然 ， 教材的编写并

非完全追求新 ， 还要考虑新的学术观点是否能经

受得住时 间 的检验 ， 是否被广 为接受 。 大致说

来 ， 内容安排上主要考虑 了以下三个问题 。

（

一

） 尽可能采纳 最新最权威的数据

对于教材中的基本史实 ， 编写人员尽可能采

纳最新最权威的数据 。 如第 ８ 课 《现代社会的移

民和多元文化 》 ，

“

史料阅读
”

的 内容就采纳了联



合国难民署 《 ２０ １ ７ 年全球趋势报告 》 。 第 １ ５ 课

《文化遗产 ：
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 ， 教材征求意见

稿还是按照第 ４ ２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 内容

展开的 ， 但正式教材 出 版时 ， 则采纳了２０ １ ９ 年

的第 ４ ３ 届会议的 内容 ， 以新入选 《世界遗产名

录 》 的
“

良渚古城遗址
”

作为该课的导言 。

（
二 ） 引入有代表性的新见解

在内容的表述上 ， 本册教材也较为重视采纳

最新的研究成果 。 如第 Ｗ 课 《文化传承的多种

载体及其发展 》 即是如此 。

“

印刷书
”

是近些年

普遍的提法 ，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近代才出

现的
“

印刷书
”

具有 的意义 正是
“

新一代的

书籍
”

的 出 现 ， 极大地推进 了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 ， 是具有革命性的转变 ；
通过对比之前的书

籍 ， 还可以 了解
“

印刷书
”

的诞生极大地推进了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 此外 ， 对于造纸业的介绍 ，

教材则保留 了以往的 内容
“
１ 〇５ 年 ， 东汉蔡

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制成
‘

蔡侯纸
’”

。 同

时接受了 前些年 的考古成果
“

公元前 ２ 世

纪 ， 中国已 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
”

。

（三） 尽可能结合中外历 史全面反映相关主题

结合中外历史以呈现文化交流与传播 ， 是选

择性必修 ３ 考虑的重点 ， 在内容设置上也作出相

应的取舍 。 以第 Ｗ 课来说 ， 主要介绍了学校教

育 、

“

印刷书
”

、 图书馆 、 博物馆等文化传承的多

种载体及其发展 。 而在描绘上述文化传承的载体

时 ， 就紧扣 了
“

发展
”

这一主题 ， 以培养学生的
“

历史感
”

。 与此相关 ， 对这
一

历史过程的描绘是

把中外历史结合起来展示的 ， 每个部分都注意展

示 中外发展的情况 。 如涉及
“

人 口迁徙
” “

商路 、

贸易
”“

战争
”

等主题时 ， 即大致遵循这样的原

则 ， 尽可能反映该主题在古代 、 近代 、 现代所展

现的不同情形 。

总体说来 ，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对内容的设置

是最为重要的
一环 ， 既要考虑知识程度 的 问题 ，

也要尽可能控制篇幅 。 编写人员选择上述 ７ 个专

题 ， 只是说明其构成
“

文化交流与传播
”

的主要

内容 。 同时 ， 对相关主题的展示 ， 主要突出全球

视野 ， 即在每
一

专题下 ， 努力展示不同文明的特

点以及所作 出 的贡献 。 课标本身包含这样的理

念 ， 希望中学生能够结合本课程的学习 ， 了解不

同文明 、 不 同人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

三 、 重点 内容解读

选择性必修 ３ 提 出 了这样的
“

学业要求
”

：

“

希望学生通过了解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

可以扩大 国际视野 ， 增强国际理解 ， 拥有博大胸

怀 ， 树立爱国主义和关怀人类共同命运的观念 ；

能够认识到世界各国 、 各地区 、 各 民族都为创造

人类文化作 出 了 贡献 ， 不 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

重 、 平等相待 ， 加强交流互鉴 ， 促进共同发展 。

”

为此 ， 编写教材也确立了如下 的重点 。

（
一

） 兼顾通史与 专 史

必修教材与选择性必修教材的区别 ， 大致体

现为
“

通史
”

与
“

专史
”

的区别 ， 希望学生在学

习历史时能将二者结合起来 。 中国历史书写在近

代发生 的重大变化 ， 是形成 了
“

通史
”

与
“

专

史
”

两种主要的编写形式 。 在
“

历史之范围
”

较

之过去大为拓展的背景下 ，

“

通史
”

与
“

专史
”

的书写方式应运而生 。 然而 ， 这样的历史书写方

式也 留下有 待探索 的 问题 ： 如何才能讲好
“

专

史
”

， 如何平衡好
“

专史
”

与
“

通史
”

。 可以 明确

的是 ， 自 中 国设立大学 ， 有 了 史学这
一

系科 ，

“

通史
”

与
“

专史
”

就成为训练学生 了解基本史

实的主要课程 。 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

时 ， 就将 四年课程分为两个部分 ，

“

前二年授史

学之基本科学 ， 即通史 ； 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

近 ， 专选一课为专 门之研究
”

， 确立
“

由普通史

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
”

的课程架构 。 选择

性必修 ３ 涵盖的 内容 ，

一

般统归于
“

专史
”

， 不

过这里所涉及的 内容不是单纯的文化交流史或文

化发展史 ， 而是以此揭示
“

文化交流与传播
”

的

主要内容 ， 即以这样的
“

专史
”

补充
“

通史
”

难

以展开的 内容 。

（
二 ） 内 容的拓展与深化

由于文化交流与传播涉及的内容构成历史演

进的
一

部分 ， 必修教材也会讲述这类 内容 。 因

此 ， 本册教材需要体现与必修教材有关内容的关

联性 、 层次性与渐进性 ， 努力做到内容上的拓展

与深化 。 例如 ， 第
一

单元
“

源远 流长的 中华文

化
”

涉及的
一些基本史实 ， 在必修教材 中都有所

展示 ， 而本册教材讲述的主要内容 ， 就提炼 出两

个方面的主题 ，

一

是 中华传统文化的 内涵与特

点 ，
二是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 前者主要从中华

？２９？



文化的发展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等方面 ， 展示主题
；
后

者则从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 中华文化对世界

的影响等方面 ， 突出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这
一主

题 。 此亦表明 ， 必修教材主要是按照时序展示 中

国历史 ， 具体的史实往往结合不同的朝代进行叙

述 ， 而在选择性必修 ３ 中 ， 则提炼出更为明确的

主题 ， 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 内涵与特点 ， 以及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 世界

各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 ， 同

样构成必修教材的 内容 。 选择性必修 ３ 则立足不

同 区域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突出该文化产生

的广泛影响 。 第二单元
“

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
”

，

就突出 了以下内容 ： 古代西亚和北非孕育的两河

流域文 明和古埃及文明 ， 深刻影响了地 中海周边

区域
；
阿拉伯人继承了 西亚 、 北非 、 希腊 、 罗马

文 明的传统 ， 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 古典希腊和罗

马的文化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 西欧基督

教文明 由此形成 。 此外 ， 第二单元还介绍了拜 占

庭 、 俄罗斯文化 ， 古代印度文化 ， 古代朝鲜与 日

本文化 ， 美洲印第安文化 ， 大洋洲文化 。

（三 ） 突 出全球视野

要帮助学生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认识世

界各国 、 各地区 、 各民族人民的互相沟通推进了

人类文化的发展 ， 有必要立足全球 ， 将 中外历史

集 中在 同
一主题下叙述 。 第三单元 、 第 四单元 、

第五单元 、 第六单元所涉及的 内容 ， 展现的正是

人类共同的命运 ， 突出 每个文明都有值得书写的

内容 。 而在每
一

专题下 ， 教材也努力展示不同文

明 的特点 。 如第三单元
“

人 口迁徙 、 文化交融与

认同
”

， 就分别展示 了古代 、 近代 、 现代所发生

的
“

人 口迁徙
”

以及所促进 的文化交融与认同 。

由于每个部分都有太多的 内容可以书写 ， 故需要

选择重点事例 ， 以说明不 同时代的人 口迁徙发生

的影响各有不同 。 如古代部分重点揭示的是古代

人类迁徙对促成区域文化的形成发挥的影响 ， 选

取的典型事例分别是印欧人的迁徙及其对早期区

域文化的影 响 ， 以及亚欧游牧民族大迁徙对区域

文化发展的影响 。 之所以立足全球视野展开 ， 是

因为按照国别来写 ， 有太多的 内容 ， 难以
一一

展

示 。 而上述各专题所涉及的 内容 ， 展现的是人类

共同的命运 ， 各个文明在成长 、 发展过程中 ， 都

？３０？

留下值得记录的
一

笔 ， 而 中学阶段的历史学习 ，

理应培养学生的 国际视野 。

大致说来 ， 必修教材 《 中外历史纲要 》
， 是

分别按照中 国史 、 外 国史讲授的 ， 主要立足时间

线索展开 ， 可称为
“

中外通史
”

。 这 固然便于 中

学阶段历史教学的开展 ， 但也造成
一

定的局 限

性 ， 学生在学习时很难打通中外 、 立足全球的视

野看历史 ， 也不便于深入把握有关政治 、 经济 、

文化层面的 内容 。 这也凸显出设置
“

选择性必修

课
”

的意义 ： 按照专题的方式加以呈现 ， 既可以

让学生 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把握历史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 ， 同时将中外历史结合在同
一主题下展示 ，

可以提升学生全面把握历史的能力 。 尤其有助于

学生了解
“

世界上的 中国
”

这一主题 ， 拓展观察

历史的
“

时空观念
”

。

四 、 教学中应注意的 问题

统编教材尽管努力兼顾全国各地各类学校 的

情况 ， 但实际上难以做到两全 。 因此 ， 教材本身

所提供的只是最基本的内容 ， 在使用教材时 ， 或

许各中学就有必要结合所在学校的情况 ， 在教材

研究与学术研究方面作些努力 。 尤其是将中外历

史融合在
一

起讲授 ， 对于教师的教学来说 ， 更是

增添了难度 。 作为教材的编写者 ， 这里也略陈教

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一

） 重视落实 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

课标以唯物史观 、 时空观念 、 史料实证 、 历

史解释 、 家 国情怀作为高 中历史教育 的核心素

养 ， 这是为高 中 阶段的历史教学确立 了 新的 目

标 ， 相应地 ， 也较为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 。 关键

是如何达成这样的 目标 。 在笔者看来 ， 这是关乎

历史学这
一

学科的基本问题 ， 需结合史学本身进

行思考 。 每个学科都有其基本的 问题结构及独特

的研究样式 ，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原本来 自

学科 ， 而要落实这
一

目标 ， 更好开展历史教育 ，

则需
“

回归学科
”

。 换句话说 ， 不能将
“

核心素

养
”

抽离出来 ， 与教材 中涉及的 内容
——

对应 ，

甚至作为考试的 内容 。 重点是要回到史学本身来

认识 ， 需要结合史学的学科特点进行思考 。 实际

上 ， 各学科制定的课程标准 ， 即颇为强调
“

凝练

了学科核心素养
”

， 明确要求 ： 第一 ， 建立核心

素养与课程教学的 内在联系 ； 第二 ， 各学科须凝



练本学科的核心素养 ；
第三 ， 围绕核心素养的落

实 ， 精选 、 重组课程 内容 ， 指导教学设计 。

（
二） 回归史学本身 ， 是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

言及史学理论及方法时常被人提及的英国史

家柯林武德 （
Ｒ

．Ｇ ．Ｃｏ ｌ ｌ
ｉｎｇｗｏ ｏｄ ） ， 在 《历史的

观念 》
一

书中 ， 曾表达了对于史学的认识 ：

“

（
１ ）

历史学的定义 ： 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同意 ， 历史学

是
一

种研究或探讨 ；
（
２ ） 历史学的对象 ：

一

门学

科与另一门之不同 ， 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

物弄明 白 ， 历史学要弄 明 白 的是哪
一

类事物 呢？

答案是
‘

活动事迹％ 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 ；

（ ３ ） 历史学是如何进行的 ？ 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

的解释而进行的 。

”

这里说得很清楚 ， 每个学科

之成立 ， 皆落在对于某个未知领域的探讨 。 历史

学作为一种研究 ， 与其他研究之不 同 ， 在于其试

图弄明 白
“

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
”

， 进行的方

式则体现在
“

对证据的解释
”

上 。 可以说 ， 基于

历史资料辨析历史事实 ， 构成主要的学科特色 。

此亦表明 ， 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 ， 不能游离

于基本的历史事实 ，

“

真实
”

是最有力量的 ， 最

具说服力的 。 被誉为科学派史学奠基人的兰克

（
Ｌｅｏｐｏ ｌｄｖｏ ｎＲ ａｎｋｅ ） 在 《 １ ４ ９ ４ １ ５ １ ４

年的拉丁

和 日 尔曼民族史 ？ 前言 》 中就表达了 这
一层意

思 ：

“

本书只想说明 ： 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

”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则阐述了对史料的

高度重视 ， 希望史语所同人要致力于 ：

“

上穷碧

落下黄泉 ， 动手动脚找东西
”

。

（三 ） 在教学环节加强 史 学能力 的训 练

就任何
一

门学科来说 ， 要具备相应的学科素

养或能力 ， 都需要通过专业的训练才能实现 。 不

可否认 ， 我们的历史教育主要还是偏向基本史实

的介绍 ， 希望培养学生正确 的历史观 ， 相对说

来 ， 对学生研究能力 的培养重视不足 。 新教材更

为重视学生史学能力 的培养 ， 希望学生通过高中

阶段历史的学习 ， 提升分析 、 综合 、 归纳 、 比较

等各方面的能力 。 为此 ， 在教学环节同样需要加

强这方面的训练 。 这就要求教师除了向学生介绍

历史知识外 ， 还有必要结合专业本身给予学生
一

定的训练 。 在 中学阶段的历史学习 中就提出专业

能力的 问题未必合适 ， 但从形式上作些努力 ， 或

者引 导学生进行一些尝试 ， 还是可以考虑的 。 例

如 ， 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接触一些基本史料 ， 阅

读
一些经典 。 尤其可以将 目标定位在培养学生的

“

自主学习
”

的能力上 ， 即具备对于历史的
“

想

象力
”

对于所想 了解 的
“

过去
”

， 知道如何

去查阅前人的研究 ， 阅读
一些基础史料 。

（四 ） 利 用好教师教学用 书

前已说明 ， 作为统编教材 ， 很难兼顾不 同学

校的情况 ， 这就要求一线的中学教师在使用教材

时作些必要 的选择 。 而且往往需要
“

做加法
”

，

补充
一些基本史实 。 原 因在于 ， 在全球视野下梳

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 内容 ， 往往只能用简略的文

字加 以说明 ， 很多涉及背景的 内容 、 细节的地

方 ， 皆无法展示 。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组

织编写的
“

教师教学用书
”

， 就希望能达到这样

的 目标 。 该书主要是 由教材的编写人员完成 ， 其

中既包含对教材内容的补充说明 ， 还提供了进
一

步拓展的 内容及可供参考的论著 。 主要包括课标

解读与单元导语分析 （提示课标要求与教材 内容

的切合 ， 即教科书如何体现对课标要求的落实 ）
；

教科书分析与教学建议 （帮助教师理解教材 ， 为

教师的教学提供专业帮助）
。

五 、 结论

学科核心素养构成历史教育新的 目标 ， 如何

实现 ， 是当下从事历史教育的教师普遍关心的问

题 。 本文想强调的是对
“

历史教育
”

的思考应还

原到
“

历史学
”

。 这既有助于实现历史教育 的初

衷 ， 也有裨于捍卫史学作为
“

知识
”

的庄严 。 原

因在于 ， 任何一个学科所提出 的核心素养 ， 皆源

自学科本身 ， 而
“

回归学科
” 也理应成为努力的

方向 。 换言之 ， 历史教育除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

观 ， 还应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史学素养和能力 。 衷

心希望高 中学生通过必修教材 、 选择性必修教材

的学习 ， 能加强对于史学本身 的认识 。 而要全面

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 教材编写环节固然重

要 ， 教学环节 同样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

（责任编辑 ： 李 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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