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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题教学设计的史料应用
!!!以人民版"蒙昧中的觉醒#为例

刘晓华

!浙江东阳中天高中#浙江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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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课程内容浩如烟海#历史教学方法层出不穷#历史课程改革紧锣密鼓#而历史研究的恒久依托是史料'新课程需

新教学#主题教学设计是当下富有教育智慧又充满挑战的一种路径'教学实践中#如何应用典型素材突出主题#如何选取适

当角度解析主题#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关键问题'主题教学设计依托于史料#对史料的取舍%过滤%加工是此种教学设计成败的

关键'针对目前史料教学在历史课堂中被滥用和误用的现状#本文从教学主题的确立与分解%史料应用的策略与反思两个方

面#探讨当下的史料教学'

关键词!教学主题&教学设计&史料应用&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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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知识点多#内容繁杂#笔者所见的各版

本高中历史教材皆模块专题式设计#体例新%跨度

大%有条理#但弊端也很明显'教材模块专题设计使

课程结构跳跃性大#历史发展线索被弱化#通史观念

模糊#学生难以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此

种设计把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史人为割裂#失去了

三者的内在关联#学生难以准确地解释历史现象理

解历史本质&初高中课本差别大%衔接少#教材模块

专题设计与学生初中阶段已有的学习经验背离#使

得高中生历史学习难度加大'教材结构设计来自顶

层#而基层教育工作者必须积极寻找应对策略'选

择适合的教学主题整合教学内容#不仅可以更好地

达成知识目标#还可以增加历史课堂的思想内涵#达

成历史教学的育人目标'主题教学设计的内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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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晓华$基于主题教学设计的史料应用

以教学主题为中轴#在系统论%学习论%教学论指导

下#在系统内诸要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与协调

运行中#驱动师生发展#以达成学生心理结构的完善

与自我实现的整体性设计5

#

6

'主题式教学设计的外

延指$遵循主题式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

具体教学主题的性质和特点而开发的#体现实操性#

反映教学特殊性的精细设计形式'该设计依存于

*主题式教学+#内容通过探究性问题来呈现#形式

则通过交流合作与对话来表达#教学目标通过*教与

学的逻辑+去接通*知识与认知逻辑+'主题式教学

设计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主题为中轴来构思教学设

计#设计重点在于教学过程系统的设计#教学过程系

统各要素中#教学主题居于核心位置#教学目标%教

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师行为%学生行为等

均围绕教学主题进行'确定的教学主题包含着其应

达成的具体教学目标#同时也确定了要实现此教学

目标应该采取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与评价手段#限

定了在本教学主题内教师的教学行为与学生的学习

行为'主题式教学设计的*主题中轴性+#根源于学

习过程中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学习论假设与学生思维整体性特征'主题教学设

计灵感的产生和教学思路的形成#需要寻觅适宜的

史料#依托于史料教学'

史料教学#指一切重视并较多使用史料的历史

教学方法#近年来史料教学正成为中学历史课堂教

学方式的常态#这是对英美史料教学法的引介#也是

学术界实事求是风气的弘扬#同时也是对高考导向

的回应'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

程#它不可再现#这决定了只能通过历史遗迹%遗物%

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等史料来研究历史#同时也就

决定了史料在历史教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史料是

还原与重构历史的证据#是解释历史的依托#是学生

感知确证历史的知识来源#是老师为学生搭建触摸

历史的桥梁'史料是对教材内容的补充#它拓展了

历史知识#往往能够把学生带进历史的时空#引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有了学习兴趣#学生就会主动参与到

课堂活动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参与课堂活

动的过程中#能使学生对历史进行直接的探索研究#

并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来印证课本中的结论'

这个过程使学生经历了具有切身感受的情感体验#

并根据自身的理解产生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而达

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的目的'史

学大家钱乘旦先生说$*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

是一种智慧'+如何在主题教学设计的框架内取舍应

用史料#本文以高中历史人民版教材,蒙昧中的觉

醒-一课为例#求教于方家'

一&教学主题的确立与分解

'一(寻找课魂)确立主题

史料应用于历史课堂#经常出现碎片化现象#史

料的丰富让历史老师们常常觉得难以取舍'据笔者

观察#很多老师在准备一节课时#搜集了很多史料#

觉得都不可或缺#追求材料的丰富#结果变成了材料

堆砌&追求面面俱到#结果反而主题不明&追求细节

的生动#结果导致整体混乱'如何才能提炼出准确

的课魂#笔者首先反复的研究如何结合教材#如何制

定相应的教学目标#,教学指导意见-中三个独立目

标之间有何实质性的联系#教师想传递给学生怎样

的感悟和启发'

,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A

版"-!以下简称,教学指导意见-"对,蒙昧中的觉醒-

一课的教学要求是$了解人文精神的起源&理解古希

腊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人的价值的阐述#了

解斯多亚学派的*人类平等+思想&理解人文精神的

内涵&感受苏格拉底为追求真理而牺牲的精神5

!

6

%&

'

比对课本#这些目标分布于课本的三个子目当中#就

像珍珠散落一地需要一条线#将这些点状分布的目

标串联起来'笔者反复研究了教材%,教学指导意

见-%查阅了大量古希腊思想史和欧洲思想文化史文

献#梳理出本课的主线是$人文主义的起源和在古希

腊的体现'笔者领悟到本课的课魂是$从神本到人

本#从自然到自我#人的价值被逐渐重视'找到了这

一课魂#笔者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修正如下$了解人

文精神的起源&理解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斯多亚学

派对人的价值的论述&感受人文主义的力量'这一

目标的设定#站在更高的角度统筹全课内容#提升全

课品味#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情感形成强有力冲击'

好课要有好灵魂'*课魂+即一节课的灵魂#她

是一节课的核心理念#也是贯穿一节课的精神主线#

她统摄历史事件的前后联系#课魂就像空气#无形却

有性#缺之#一节课就只能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缺

少深刻的思想内涵'历史教学设计应该像散文创作

一样*形散而神不散+#不管采用何种教学模式#均要

紧紧围绕*课魂+展开'通过寻找和确立*课魂
g

+#让

历史课有线索%有中心%有高度%有深度#让学生获得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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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刻的体验'在课魂的引领下#确立教学主题#

取舍史料#避免堆砌#这是教学设计时应着重考虑的

问题'

'二(分解主题)按图索骥

教学主题的确定#使教学设计的方向明确#接下

来需要选取视角对大的教学主题进行分解#使教学

设计既体现课标要求#又接近学生的认知水平'

*人的价值被逐渐重视+这一主题较为抽象#如

何让它接近学生的认知水平#真正对学生形成情感

态度的冲击#还需对该主题进行适当分解#这需要老

师对教学内容全面了解和深刻理解',蒙昧中的觉

醒-一课#讲述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涉及公元

前五世纪古代希腊的智者运动#同一时代但并非同

一流派的苏格拉底#以及稍后出现的斯多亚学派'

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都注重人的价值#不迷信权威#

但智者们忽视道德#追求功利#而苏格拉底重视道

德'斯多亚学派包括古代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认为*逻各斯+是贯穿

万物的理性#万物皆有理性#奴隶与高贵的人应该平

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论证*天赋人权+和

*人生而平等+的思想'结合教材和课标和,教学指

导意见-#本课内容可以整合如下$

教学设计主题 教学内容

注重功利#怀疑神灵#否认

权威
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

强调理性#关注道德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认

识你自己+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 斯多亚学派*人生而平等+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课内容不再是分散孤立#

就事论事#而是每个内容都有明确的主题#这些子主

题形散神不散#全都服务于*人的价值+这一课魂'

这张表格其实就是本课搜集和取舍材料的大纲#老

师可以按图索骥'

二&史料应用的策略与反思

'一(凸显主题)课魂引领史料搜集

无史料#不成课#史料泛滥#亦不成课'中学历

史教师与历史专家的职责不同#史料占有方面#无需

像历史学家一样丰富'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历史

教师们必须学会选择和取舍'在高中阶段进行主题

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不仅能变结论教学为过程

教学%被动接受为主动探求#而且能融实践%理论%课

堂教学于一炉#集知识%能力%素养提高于一体#从而

改变教与学的模式'主题教学设计对史料取舍的首

要原则就是凸显主题'在丰富繁杂的史料中#搜索

能够准确体现课魂的材料#不能让材料喧宾夺主#淡

化甚至偏离主题'在史料选定的基础上#对史料间

的逻辑性进行梳理#使史料及其逻辑性与教学主题

保持一致'材料的取舍可以是不同角度的#但主题

只能有一个'

,蒙昧中的觉醒-一课在史料选择中#选择面很

宽泛#笔者在甄选史料时#始终考虑与*人的价值被

重视+这一教学主题的密切关联'例如开篇引用了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

原是忒拜国的王子#雅典德尔菲神谕预言他长大后

会*杀父娶母+'为了避免悲剧发生#王子的亲生父

母抛弃了他#然而王子却被邻国科林斯国王捡到并

收养'王子成年后#从神谕中得知了自己的命运'

为了逃避神谕中的厄运#他离开了科林斯国#却恰好

踏上了去忒拜国的路#中途因冲动失手误杀了微服

私访的忒拜国王'王子到达忒拜国后#机智地识破

女妖的咒语#替忒拜国除掉一害#并被拥戴为新的国

王#迎娶了先王的王后'经过一番周折#俄狄浦斯最

终未能摆脱*杀父娶母+的厄运5

&

6

!&!@!&C

'笔者简析#

这则悲剧宣扬的观念是*人是神灵的玩物+#无论如

何努力#人始终逃脱不了神的摆布&接着#笔者出示

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名言#*万物皆源于水#又

复归于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火+&最后展示普罗

塔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组史料形成材

料链#清晰勾勒出古希腊人关注的焦点由*神+到*自

然+再到*人+#从而出现了人文主义#由此水到渠成

地切入本课主题'课堂过程中#苏格拉底在雅典法

庭受审时的辩词%运动会标枪死亡事件的责任认定%

熊与隐士的故事%苏格拉底言论系列材料#也都紧紧

围绕*人文主义和人的价值+这一主题'

'二(守住底线)去伪存真过滤史料

荣孟源先生在,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中将史料

按形式分为四类$书报%文件%实物%口碑'若按史料

的性质分类#也可分为原始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

料和传抄史料四类'剪伯赞先生在,史料与史学-一

书中#将史料分为考古学史料和文献学史料'近几

年史学研究中#把史料区分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

的说法也颇为流行'

基于利于区分史料#提高史学可信性的立场#笔

者主张把史料划分为三类$!

#

"原始史料#或称第一

手史料 #!

!

"派生史料#!

&

"无根史料'能直接反映

历史事实的史料#可算作原始史料#如历史遗物#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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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晓华$基于主题教学设计的史料应用

历者或目击者对亲身经历之事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之事的记载'派生史料是间接反映历史事实的史

料#它必须有明确的来源'没有明确来源的史料应

归入无根史料'无根史料中#有一部分是毫无依据

的谣传#该种史料可信度极低#甚至完全不可信'另

一部分无根史料实际上是有可靠来源#但因各种原

因暂时无法查明#于是被归为无根史料#这类史料符

合历史逻辑#但真实性有待考证'

,蒙昧中的觉醒-一课#网络或者杂志上经常出

现虚拟红人*帕帕迪+#内容概述如下$帕帕迪是个

雅典郊区的农民#三十岁!公元前
&FF

年时"#是家庭

中的男主人'帕帕迪有资格参与陪审法庭审判员的

抽签#在参加无数次抽签均未抽中后#这一次他如愿

抽中了黄豆而不再是黑豆#从而成为民众法庭
$"""

名审判员中的一名#并加入了言论法庭#这个法庭共

%"#

人'他参与审判的对象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苏

格拉底'苏格拉底被控犯有*不敬国神+和*败坏青

年+的罪行而送交审判#是年
C"

岁'在法庭上#苏格

拉底为自己辩护#并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帕帕迪根本听不懂苏格拉底的发言#但他竟然听见

苏格拉底说像自己这样目不识丁的人没有资格参与

审判#深感被辱的帕帕迪决定举手投票投他有罪#参

加审判的
%"#

位法官投票表决#以超过半数的
!B#

票通过有罪判决'苏格拉底拒不认罪#结果#第二次

表决以
&$"

票通过了死刑判决5

A

6

'

关于苏格拉底被审判的记载可以参看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等名著#柏拉图的,申辩篇-里也提

到了控诉苏格拉底的检察官的名字#但没有*帕帕

迪+'*帕帕迪+的故事#只是某位老师为公开课而虚

拟的历史人物#经过网络传播的放大后#让不知情且

不深究的人误以为帕帕迪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

的故事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古希腊民主的滥用和误

用#理解苏格拉底用生命表达对理性与思想自由的

捍卫#但必需向学生说明清楚#故事虽然符合历史逻

辑#但却是典型的无根史料#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

历史的想象和虚拟#而非真实的历史'面对浩如烟

海#鱼目珍珠共存的史料#要守住底线#去伪存真'

'三(能力立意)立足课堂加工史料

古人云*授之以渔#非授之以鱼+#历史教师必须

把培养学生能力作为教学工作的核心'而历史学科

能力的核心是历史思维能力#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历

史问题的能力'传统教育尤其是讲授法过程中过分

强调知识的确定性#强调答案的唯一性和标准化#在

头脑中形成了太多的思维定势#用单一的常规的心

理准备去应付各种问题#缺乏思考的独立性和富有

新意的想象'高中历史教学要求培养学生获取和解

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述事物与人物#

论证和探讨问题的四大能力5

%

6

F&

'没有史料#以上

能力的培养终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史料教

学与其他史学研究有所差别#要立足课堂#基于学生

的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每堂课仅有四十五分钟#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能读完并且读懂史料#

这就需要对引入的史料做必要的加工'原始史料往

往文字量大#行文艰涩#而课堂上的呈现方式主要是

GGS

或者导学案#参照高考试题的材料长度#每则

材料控制在
!""

字左右#是个比较讨巧且务实的标

准'加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转化呈现方式#二是删

减史料'

在,蒙昧中觉醒-一课中#笔者对克雷洛夫,熊与

隐士-的寓言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寓言梗概如下$一

位没有亲人的人#孤独一人隐居在深山老林里'隐

士的生活十分安逸#欣赏美丽的草原和茂盛的森林#

享受山风和小溪'然而却没有人能与他共同享受这

些决乐#隐士非常寂寞无聊'一段时间过后#隐士自

己也觉得离群索居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他去散步#

要想找个伙伴'看见一只健壮的大熊#隐士脱下帽

子#向他的新朋友鞠躬致意'他的熊朋友也很高兴#

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与他握手#并且成为了好朋

友'在一个人的漫长独居生活中#隐士找到熊做他

的伴儿#心里十分开心#他门整天形影不离'在一个

明朗的夏天#他们计划要到山上去溜达#还要翻过山

去旅行'天气炎热#隐士的体力比不上熊#隐士感到

有必要睡上一觉#就躺下来#熟睡在草地上'熊忠实

地守侯在朋友身边#帮他站岗#扇风'一只苍蝇落在

隐士的头上#熊赶紧驱赶#可是赶来赶去#那讨厌的

苍蝇总是绕着隐士飞来飞去'熊情急之下#它搬起

一块大石头#等到苍蝇停在隐士的额角上#就使劲儿

把石头砸向苍蝇'结果#苍蝇被砸死了#隐士的脑袋

也裂成了两半#隐士不久就去世了5

$

6

'

该故事主题与本课内容契合#但用
GGS

方式呈

现#就显得篇幅略长#会对教学时间造成不必要的浪

费#需要进行故事缩写'笔者最终呈现在课堂的内

容如下$熊和隐士成了好朋友'熊看到有苍蝇来打

扰隐士睡觉#很生气#抱起大石砸向落在隐士额头的

苍蝇'结果苍蝇飞了#隐士的头也成了两半'经过

对寓言原著的删减及呈现方式的转化后#更加符合

课堂节奏#同时又紧扣教学主题'利用这则修改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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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料#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古希腊关于

知识和美德的主张#理解道德必须以知识为基础#无

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必须具备知识#才能达到

善#最高的知识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知识'在

史料选用时不宜过于直白#史料之间逻辑关系科学#

针对史料的设问有梯度'让学生通过探究史料#质

疑问难#思考分析#从而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提升

学生思维品质'

'四(论从史出)依托史料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这是

历史学习的基本要求'处理好史证%史实和史论三

者之间的关系#就要树立*证据意识+#秉持客观立

场#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

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

成历史'当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

己掌握的方法#寻找和利用史料'不走进史料中去#

不能研究历史&不从史料中走出来#也不算了解历

史'史料与方法相辅相成#方法融于史料之中#史料

归于方法之内+

5

C

6

'

历史课本囿于篇幅#对人物和事件的陈述难以

充分展开'历史不全是抽象和理性的#它是由具体

的细节组合而成的'历史人物不全是脸谱化#他们

有血有肉#有寻常人的感情与生活#历史事件的发展

过程也并不像教材所介绍的那般骨感'主题化教学

设计中#鉴于教学的需要#应适当增补史料'向学生

呈现史料的方式大致有如下两种$一种是先摆出史

实#然后呈现史料#直接加以论证和说明&另一种先

呈现材料#让学生通过材料归纳要点#从材料中认识

史实'这两种常见的史料呈现方式或是从史实到史

料#或是从史料到史实#史料和史实之间相互印证'

,蒙昧中觉醒-课文中有如下表述$普罗塔戈拉

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

醒#人文主义的滥觞'几乎每位中学教师在强调该

观点积极性的同时#都会补充该观点造成个人主义

膨胀#社会混乱的消极影响'但如何让学生接受并

理解这一评论#教师需要用史料来搭建学生理解历

史的桥梁'笔者在讲授该内容时选取了如下案例$

在一次运动会上#一名观众被标枪刺死#他的亲人提

请法庭审判#确定谁应该是这一事故的责任人'陪

审员的职业分别是$生产标枪的手工业者%运动员%

运动会的组织者5

B

6

#BF@#F!

'该案例是笔者根据,哲学

的童年-整理而成#属于派生史料'笔者据此设计问

题$你认为陪审员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依据是什

么/ 学生发言#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而这正是笔者

刻意提供给学生的一次体验#以此证明*人是万物的

尺度+所带来的*尺度不一+'如此设计#填补了教学

空白#让整个教学流程更加顺畅#也有助于学生掌握

智者学派的评价问题'

通过史料的取舍和加工#引领学生触摸感受历

史'通过对史料的应用和分析#让学生理解结论背

后的本源#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史料应用

对于主题式教学设计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教师平时

多阅读%多积累#让丰富的史料助力教学思路的形成

和教学结构的处理'如此的历史课堂#才是生动的%

丰富的%真实的%接地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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