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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链普遍见于课堂教学，是指围绕核心问

题，形成的层次分明、有序关联的系列问题。问题

链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推进学生学科思维及学科核

心素养层层深入。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是一个复

杂多变的动态系统，其结构表现为各历史学习要素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形成的有规律的等级秩序形态。

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具有系统相关、动态调节及纵

深发展的结构特征，好的结构有助于高中历史教学

问题链价值的稳定发挥，实现教学的深入推进。

深度学习是对学习本质的一种阐释，强调知识

本质的社会建构性、知识存在的关联结构性、知识

获得的主体参与性。高中阶段的学习强调学生主

动建构个人完整的知识体系，将所学知识有效迁移

应用到真实情境中以解决现实问题，最终促进学习

目标的实现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当前对高中

历史教学问题链的研究主要是从普遍意义的教育

教学角度对问题链的特征及价值进行剖析，基本停

留在历史浅层学习层面，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目标指

向不明、缺乏系统逻辑层次、忽视内在连贯性等结

构问题。深度学习理念下的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

聚焦历史知识迁移及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要求教师

将历史学习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帮助学生达

到由浅入深的学习效果。构建高中历史教学问题

链需要关注历史学科本质，结合历史教学实际。本

文以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第 19
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例，

探析构建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的路径。

一、聚焦时代特征——紧扣核心问题层层

剖析

构建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首先应当考虑教学

内容的时代背景及时空特征。历史学是一门在一

定历史观的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类历史进程及其

规律的学科。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的结构凸显人

文社会学科的复杂性特质。结构层次蕴含在空间

当中，应当基于系统整体去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对历

史的影响，特别需要注意时代的大环境与历史阶段

特征。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核

心问题对诸问题具有引领作用，是支撑问题链结构

的灵魂所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

化”一课中复杂的线索及零散的细节加大了学生的

理解难度。笔者在备课过程中，考虑到长久以来对

深度学习理念下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探析

——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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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混乱”“黑暗”的刻板描述不利于学

生形成完整、深刻的时代理解，于是结合“了解北洋

军阀的统治及特点；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的课标要求，

将本课的核心问题确定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并将这一核心问题作为本课

的课魂。

剖析核心问题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整合

和取舍，基于历史学科特质及学生学情构建稳定、

合理的层次结构。要回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一问题，应从不同层面剖析

该时期的特征，抛却对该时期的传统刻板印象，采

用理性、辩证、全面的思维方式进行层层剖析。教

师在根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要求设计本课教学时，

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着手，依据相关史

料创设历史教学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既看到这一时

期的混乱黑暗，又体会到其中蕴含的希望光明。具

体来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派

系力量众多且史实纷杂，如何厘清时空脉络，凸显

人民群众对民主进步的求索与对反动专制的抗争，

深入感受时代的真实、生动与复杂，是培养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所在。学生在完成本课的

学习后，教师可引导其对以下问题进行思考。

（1）为什么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混乱、黑暗？

这一时期政治动荡是如何表现的？

（2）为与反动专制作斗争，革命党人的举措有

哪些？

（3）这一时期外交和国际地位提升有哪些表

现？取得了哪些成就？

（4）这一时期，经济受到混乱政局的冲击，当时

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特点是什么？分布如何？

（5）社会生活中旧风气与新风尚并存，是如何

除旧布新的？

（6）思想文化的新潮流如何实现？当时的阻碍

有哪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如何体现？

这些问题聚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同维度的

时代特征，要求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勾勒

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不同于以往教学中笼统含混

地处理历史阶段特征，而是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一关键问题分层细化，

彰显高中历史教学问题链的结构特征，更凸显史料

实证的素养要求，进一步提高问题链结构的完整性

及稳定性，引导学生由浅入深地展开学习探究。

二、创设历史情境——巧用史料推进问题

深入

历史教学活动设计往往依托历史问题情境，教

师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设计问题链，并通过灵活

多变的手段推动问题探究的层层递进。好的历史

情境以历史问题为驱动，建立在思维过程性、创新

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之上，是思维逻辑与实践体验由

浅入深的过程。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权更迭

频繁，政治层面的学习内容呈现出长跨度的历史时

序感，教师可以借助时间轴等方式梳理这一时期烦

琐的历史事件，引导学生整合各历史事件形成整体

思维，进一步从宏观上理解潮流涌动、顺昌逆亡的

历史规律。设计历史教学问题链不是为了寻求确

定的答案或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问题情境中引导学

生不断深入地理解历史教学内容。历史学科的特

质决定了历史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是以史料为

基础的，引导学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中把握历

史发展脉络，体会历史的厚重感并提升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教师通过挖掘相关史料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历史人物活动，

让学生了解现实生活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之间

的关联，也是深度学习的必然要求。例如，将蔡元

培的生平经历贯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

济与文化”的课堂教学各环节，运用与蔡元培有关

的丰富史料创设立体、生动的历史问题情境，借助

人物教学法完成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知识

的高度统整，从个体人物的微观透视到时代阶段特

征的宏观概括，引导学生完成对历史教学问题链的

层层深入探究。

要引导学生对历史教学问题链进行深入探究

需要历史教师对众多史料进行取舍，优化问题链的

层次。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影响着课程知识的选择、

课程内容的组织、课程难度的确定、课程容量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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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以及课程的具体实施和学业质量标准的确立，高

中历史教学问题链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有助于

层次的优化。在历史问题情境中，学生需要剖析史

料并不断反思问题。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这一

框的学习中，学生除了要对时间、地点、人物等进行

简单判读，还要进行深度思考、探究。如从“新文化

运动的内容有哪些方面”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为

何得以宣传”，再深入到“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

涉文学”，一步步地展开思考。教师在教学中引用

蔡元培评价文学改革的相关材料，引导学生思考新

文化运动中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三者的

关联，即谁为核心、谁为前提、谁为手段的关键问

题。此外，从社会生活变迁这一视角审视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蔡元培征婚启事中惊世骇俗的五个条件：

“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

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不相合，可离婚。”借

由蔡元培亲历的社会风俗变化将学生带入新文化

运动的历史情境中，进一步理解这一时期社会风气

文明开放。除了蔡元培的言论，这一时期的其他文

化名人如章太炎先生的征婚条件则更多保留了传

统文人的观念，对女性的要求并没跳脱出“三从四

德”的封建窠臼，既凸显了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的新

旧交替，又反衬出蔡元培思想的开放与难得，由此

引导学生全面理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特征。

三、精准教学评价——分层多元设问优化

育人实效

教学评价应当回归教育本体，教师须确立立德

树人在教学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学习历史这门人

文学科应具备多元开放的历史思维，教学评价也应

当注重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并对生命个体高考

关注。高考评价具有强烈的教学导向功能，近些年

历史学科高考中的开放性题型更全面地检验学生

的历史学业质量水平，这也意味着教师在平时的教

学中要以课标及新高考为导向，适当通过多元的评

价方式推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度理解。例如，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课的教

学中，可运用“1912 年至 1916 年的袁世凯统治时

期，先后产生了唐绍仪、段祺瑞等 8 届内阁；1916 年

至 1924 年的 9 年间，历经 8 位总统、27 届政府内阁，

最短的两届内阁存在不到一周”这一试题材料，剖

析当时的政局动荡造成政府职能发挥受限，深化学

生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混乱动荡”这一历史阶段

特征的理解。还可引导学生结合 2023 年湖南历史

学科高考第 18 题中 1920 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

南女工引发争议的材料进行多元化思考。试题材

料从湖南知识分子、厚生纱厂代表穆藕初、湖南妇

女界代表张默君等人的视角审视上海厚生纱厂招

工这一历史事件，呈现不同群体不同的态度及存在

的争议。柏荣、樵仲、亚文、陈独秀等人对此事曾发

文议论，甚至厚生纱厂代表穆藕初也对这一问题做

出过回应，他们关注的角度不同，形成的观点各异，

相互争鸣的多元史料有助于创设出恰当的历史问

题情境，为学生的合理推论提供值得探讨的空间，有

助于学生形成全面、深入的历史认识。

历史思维能力具体表现在时序思维、证据运

用、历史理解和意义建立四个方面，从而形成不同

角度的多元评价。首先，基于时代阶段特征分析试

题材料中不同观点的表现和背景，知识分子主张

“劳工神圣”，批评女工工作时间过长损害身体健

康、女工工资过低、资本家侵犯女工自由人权。对

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教材知识，如十月革命

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爆发、工人

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等史实，认识到维护工人合

法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全面理解试题材料

中知识分子对纱厂女工工作环境及权利保障的批

判质疑。其次，厚生纱厂代表穆藕初指出，中西发

展差距不容忽视，工人素质低但比其他阶层的待遇

好。他是从 20 世纪初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背

景及工商业主的角度来考虑的。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理性、辩证地剖析双方的立场以及双方认识的不

足。最后，可以将试题材料中湖南女工置身事外的

态度及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纱厂后的言论，与前

面知识分子及厚生纱厂代表穆藕初的观点形成对

比，进行更为理性、全面的审视。教师结合历史教

学问题链动态调整结构特征，依据学情差异进行分

层多元设问，彰显历史学科评价要求，推进学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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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的纵深发展。

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问题链要实现闭环就要回

扣课堂教学的核心问题。在本课的最后，重新审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通过

教学问题链的引导，学生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一步步

地认识到战乱动荡年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中

国光明未来的勇气和行动，形成勇担振兴民族的时

代责任感，从而水到渠成地落实家国情怀素养培育

的目标。从整体来看，历史教学问题链要充分考虑

其结构特征，挖掘历史人物与学生个体之间的生

命、情感和经历关联，注重教学探究的生成性，推动

深度学习及学科育人的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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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的设置目的是使学生理解维新运动及

其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对此作出历史唯物

主义的解释，能通过具体史事把握社会发展脉络。

此任务围绕“基于史料的写作（C）”这一维度进行

设计，旨在训练学生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逻辑严

谨、科学规范地撰写历史小论文的能力。此任务是

对任务一和任务二的深化，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

思维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应从中国近代史

“U”字形进程、19 世纪末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等角度

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评价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的推动，也要看到时代人物无法超越历史对他

们的限制。对于学生的表现，教师可用对照表 1 中

的 4-A-3、4-B-1、4-C-2 进行评价。如若学生能按

要求撰写历史小论文，意味着学生达到了学业质量

水平 4；如若学生所撰写的历史小论文未涉及前述

内容，则说明学生可能在全面看待历史，或在长时

段掌握系列史事等方面略显不足，未能达到创新

性作业评价的高阶要求，也意味着学生还停留在

学业质量水平 3 或更低的水平层次。

三、基于学业质量水平的高中历史创新性

作业设计的思考

基于学业质量水平的高中历史创新性作业设

计既有观念革新之功，又有实践操作之用。创新性

作业的主题能否提要钩玄，情境能否真实且多样，

任务能否具有探究思辨性，评价能否具有多维度、

多层次，都依赖于教师。因此要提高此类作业的设

计质量，教师应当深入阅读史料，提升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关注课堂实践和理论研究。此类作业要求

学生学会对史料进行整合、释读和分析，学会依据

史料阐述历史的纵横联系，学会探寻历史现象背后

的规律和趋势。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才能提

升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涵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责任编辑    袁    妮）

历史历史·教学经纬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