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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历史 ： 战争史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〇 丁 艳

高 中历史战争史教学必须思考两个问题 ：

一

是战争史教学能带给学生什么 ；
二是应该通过怎

样的路径带给学生 。 想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就必

须对战争史的教学进行延展 ：

一是学生对待战争

应持怎样的态度 ；
二是应该通过战争史的讲授给

学生的心灵 以 怎样的抚慰 。 弄清这两个 问题之

后就需思考通过怎样 的课堂实践来完成对学生

的这种成长期待 。 现 以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第

１ ４ 课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 国际秩序
”

一课为

例 ，谈谈核心素养视域下战争史教学的一些做法

和感受 ，不足之处 ，请方家指正 。

―

、 失衡的欧洲 ， 不断的
“

争
”

斗

引 导学生概括一战爆发 的背景与一战前欧

洲客观存在的史实 ，用
“

争
”

字 比较恰当 。 为什么
“

争
”

，需要寻根溯源 。

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是教

学重点 ， 如何 以科学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 是本课

的难点之一 。 为 了让学生充分了解一战 的背景 ，

真正体会
“

失衡的欧洲 ， 不断的
‘

争
’

斗
”

， 笔者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讲授 ：

其一 ， 阐释历史专有名 词
“

帝国 主义
”

。 提及
“

帝国主义
”

，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是一个绕不开的

时间节点 。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主要资本主义 国

家基本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侵略性和扩张性成为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特征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

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
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

图 １ １ ８ ７ ０年 与 １ ９ １ ３年英美德法在世界工 业生产 中 的 比重

其二 ， 对主要帝 国 主义 国家进行 比较 。 对 比

两个不同时期 的 扇形 图 ， 学生从比较 中探究 比例

变化的原因 ， 根据主要帝 国 主义国家两次工业革

命前后崛起和衰落的表现 ， 探究崛起和衰落的原

因 ，进而得出对工业革命的成果吸收是其主要根

源 。 探究过程中 ， 学生会发现一战前主要帝 国 主

义国家之 间 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 为 了 展现主要

帝国主义国家政治上的不平衡 ，设计表 １ 如下 ：

表 １ １ ９ １ ４ 年英法德 占有的殖 民地统计表

国家 占有殖民地个数 （ 个 ） 殖民地人 口 （ 万 ）

英 国 ５５ ３９０００

法 国 ２９ ６２ ３５

德 国 １ ０ １ ３０７

从表 １ 中 ，学生可 以得 出 主要帝 国 主义 国家
一战前夕 存在经济发展 的实 力 和 拥有 的殖 民地

博物馆曾利用 ３ Ｄ 高科技地图让历史
“

活起来
”

：

借助三维实景 ， 亲历历史 ， 回 到峥嵘岁 月 ；借助视

频 ，感受
“

华 夏珍宝库
”

和
“

中 华 文 明 的 瑰丽殿

堂
”

。 因此 ，
三维动态地图作为近年来地理信息

技术领域的新形式 ， 能够立体地 、 动态地呈现地

表 、城市等景观 ， 是一种较为直观 、形象 、 可视化

的教学资源系统 ， 能帮助学习 者更好地认识抽象

的历史知识 。

总之 ， 妙用 地 图 是科学改 善记忆效率 的 策

略 ， 越是直观化的展示 ， 就越有利于抽象概念 的

具体化 。 妙用地图可充分调动身体感官部位 ， 增

强视觉冲击 ， 激活学生思维 ， 开阔眼界 ， 有助于更

好地实现 以学生 自 主梳理构建 、理解记忆为 主 ，

以教师点拨深化 、拓展补充为辅的真切效能 。 妙

用地 图描绘历史 变迁 ， 能 引 发学生思维碰撞 ， 帮

助学生搭建图文并茂的地图框架思维 ， 灵活理清

思维脉络 ，精准把握历史教学方向 。

（ 作 者地址／ 山 东 省 菏 泽 第 一 中 学 ，

２７４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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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的现象 ， 即经济实力与 国际政治地位不平

衡 ，不平衡的原因在于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

吸收和利用程度不同 。 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影响是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 ，要求重新分割殖民

地 ，争夺世界霸权 。 经过这样的分析 ，

一战爆发的

根源 、

一战的性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推导出 。

其三 ， 利用帝 国 主义国家之间 的矛盾找到两

大集团联合的依据 。 帝 国 主义 国 家之间 的利益

纷争 ， 决定了其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 但在众多 的

矛盾 中总会有利益的共同点 ， 于是不 同 国家在共

同利益驱使下走 向 了联合 ， 三 国 同盟和三 国协约

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
２０ 世纪初 ， 欧洲形成两大

敌对的军事集 团 ， 国 际局势 日 趋 紧张 。 这也是一

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

其四 ， 主 客 观视 角 分析
“

萨 拉 热 窝 事件
”

。

“

萨拉热窝事件
”

是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 可设置问

题引发学生思考 ：

有人说 ， 第
一 次世界 大 战是 一 次 偶 然 的 灾

难 ，假如塞 尔 维亚 民族主义者 不 刺 杀奥 匈 帝 国 皇

储夫妇 ，

一 战 就 不 会爆发 。 你 是 否 同 意 这 一 观

点 ？ 谈谈你 的 看法 。

通过合作探究 ， 学生真正理解一战爆发 的深

层次原 因 ， 并对历史事件爆发 的 偶 然性和 必然

性 、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理解也得到 了提升 。

学生在 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 才能深刻地理解

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 ； 在争斗 中看一战 ， 看失 衡

的欧洲 ， 学生才能理解战争爆发 的深层次原 因 ，

才能够懂得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

二
、混乱的世界 ， 为世界霸权而战

战争史教学让学生认识战争 、感受战争的残

酷 ，对战争有准确 的定位 、恰 当的态度 ， 是教师的

责任 ， 也是战争史教学必须要达成的 目标任务 。

讲述战争的过程虽然耗时费力 ，但这个环节是

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部分 ，也是极好的教育契机。 具

体如何实施 ， 如何优化战争史教学路径 ， 笔者认为

还是要回到新教科书和新高考的趋势上来 ，那就是

以学科大概念引领 ， 凸显核心素养的培育 。

想达成上述 目 标 ， 就要在理解一战性质的基

础上确定本子 目 的核心概念为
“

帝国 主义 国家对

世界霸权的 争夺
”

， 并将这一概念贯穿于整个战

争过程 。 战争的过程涉及许多战役 ， 如凡尔登战

役 、索姆河战役 、 日 德兰大海战等 。 如何让学生

体会一战 中这些战争 的残酷 ？ 单纯的讲解达不

到 目 的 ， 为此 ， 可 以借助视频和地图给学生 以直

观的视觉冲击 。 教科书 中 的 图 片 《第一次世界大

战欧洲战场的西线 、东线和南线 》就是讲述战争

过程的极好素材 。 利用此图 ， 并结合备课 中剪辑

好的相关战役的视频 ， 强化时空观念 ， 引 导学生

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 国 家间 的矛盾和 冲突 ， 感受

战争的残酷性和争夺的激烈性 。

除此之外 ，教学中还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战争一

旦爆发 ，交战双方国家的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

家国情怀的培育就成为这一子 目 的教学重点 。 同

时 ， 引导学生认识到战争使帝国主义国家实力相互

削弱 ，进而真正理解一战是西方列强为重新瓜分世

界 ，争夺世界霸权而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 。

通过
“

混乱的世界 ， 为世界霸权而战
”

看战争

的进程 ， 是学生感受战争残酷的契机 ， 也是培育

学生时空观念和家 国情怀的契机 。 利用核心概

念进行分析 ， 让课堂有意想不到 的生成 ， 对学生

关于战争的整体感悟 ， 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都

是很好的训练 。

三 、理性 回归 ， 和为主流

战争史教学 目 的之一是让学生看到 战争 的

残酷 ， 感悟和平稳定的美好 。 如何实现
“

和
”

？ 战

胜国主持召开的 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 ， 是 由 少

数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分赃会议 ， 确立了帝国主

义在欧洲 、 亚洲 和非洲 的统治新秩序 ， 暂时调整

了战胜国 在欧洲 的关系 ， 但矛盾并未彻底解决 ，

而是埋下了二战的种子 。

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是一战 以 后帝 国 主义

在宰割战败国和利益再分配暂时平衡的基础上 ，

建立的世界范围 内 的 国 际关系新秩序 ， 构成了一

战后资本主义 国际新秩序 ，使资本主义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 但同时也要看到 ： 这

一体系无法长久地维持世界和平 ， 只 是缓和 了 旧

有的各种矛盾 ， 实现 了暂时的平衡 。 帝 国 主义之

间 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

一旦时机成熟 ， 原有 的平

衡逐渐被打破 ， 靠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维持的 国

际秩序将会被颠覆 ， 和平将不复存在 。

战争史教学 的 目 的是通过战争引 导学生珍

惜和平 ， 远离战争 ， 让学生明 白 战争没有赢家 ， 和

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

（ 作者地址／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附 属 中 学 深圳 学

校 ，
５ １ ８ １ １ ８

）

Ｉ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 总第 ６２０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