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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背景Ｔ高 巾Ｍ大单蔵学策略撕
〇 陈德让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 高 中历

史教科书也在不断地更新和变化 。 在这样的背

景下 ， 教师需要不断提高 自 己 的专业素养 ， 深人

挖掘历史教科书 ， 探索有效教学路径 ， 大单元教

学成为高 中历史教学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 。 笔

者试以统编版教科书为例 ，探析
“

三新
”

背景下高

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策略 。

一

、

“

三新
”

背景下高 中历史大单

元教学及其实施路径

大单元教学是 以教科书 中 的某个主题或某

个单元为教学单元 ， 通过整合相关的知识点 ， 使

教学 内 容更加 系统化 、条理化 ， 将多个小单元整

合成一个大的单元 ， 形成
一个完整 的教学体系 ，

帮助学生从整体上 了 解历史的发展脉络 ， 理解历

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

识 ， 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 和跨学科思维 ， 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 。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结构化的统筹规划 ， 它聚

焦核心素养 ， 把握分解课程标准要求 ， 驾驭整合

教科书 ， 确定大主题或大概念 ， 在读懂学情 的基

础上叙写大单元 目 标及学业评价方式 ， 创设大情

境 、大任务 ， 以大活动推动思维迁移 ， 根据需求作

业分层分类设计 ， 具有系统性 、 关联性 、 递进化 、

科学化特征 。 如 可 以 采用课堂讨论 、 小组合作 、

案例分析等教学策略来提高学生课堂学 习 内驱

力 。 大单元教学提倡打破学科之间 的界限 ，从跨

学科角度的整合相关知识 ， 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和积极性 ， 增强学生 的综合素质 ， 如历史与

语文 、地理等学科知识的结合 ， 有助于学生综合

能力 的提升 ， 优化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发展 ， 培养

学生的 自 主学习 能力 和探究精神 。 以 下 为大单

元教学可行路径 ：

其一 ，制定单元教学 目标。 实施大单元教学之

前 ，教师需要制定明确的教学 目 标 ， 将整个单元的

知识点进行梳理和整合 ，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 。

其二 ， 基于需求创设情境 。 在具体的课堂教

学 中 ， 关注 了解学生 的学习需求和学情特点 ， 创

设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情境 ， 引 导提升学生 内 驱

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

其三 ，联系实际组织探究 。 历史学科是一门

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学科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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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教学结构 ：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与 新 民

主主义革命第 ２ ３课 全 民族浴血奋

兴起战 与 抗 日 战 争 的 胜 利

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
人 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 。

通过对抗 日 战争 和人 民解放 战争 的 学 习 ， 理解
“

人民战争
”

的 巨 大作用 ， 增强 民族意识 ， 坚定 民

族 自 信 。 图 １
、图 ２ 为

“

人 民战争
”

发展线索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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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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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基于学情分析确 定教学 目 标与 重点难

点突破

高一学生 已经具备基本历史 知识与思考能

力 ， 且在初 中 已学习 过关于抗 日 战争和人民解放

战争的一些基本史实 ，
也通过影视作品对一些历

史重要事件有所了解 。 但总体来看 ，学生的知识

储备广度有余 、深度不足 ， 理性思维相对欠缺 ， 需

要教师创设 问题情境促进学生对教学 内容 的深

度学习 ， 通过史料实证得 出正确 的历史结论 ， 形

成科学的历史观。

基于对教学立意和学生学情的深入剖析 ， 确

定如下单元教学 目 标 ： 学习 全民族抗战和人民解

放战争 ， 围绕两条战线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

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推动者 ， 是历史的创造

者 ， 理解人 民 战争在其 中 所起到 的 巨大作用 ， 人

民群众是抗战胜利最深厚的动力 ， 增强 民族意识

与民族 自 信 。 教学重点在于 了解正面战场和敌

后战场的特点 ， 加深对中 国共产党 中流砥柱作用

的理解 ， 了 解抗 日 战争胜利后 中 国 面 临 两种命

运 、两个前途的局面 ， 知道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

的基本过程 。 难点在于理解 国 民党政权统治在

大陆灭亡的原因 ， 认识抗战胜利 的历史意义 、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和意义 。

４ １

需要注重历史知识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 ， 注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 ， 激发学生 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性 ， 引

导学生 自 主探究和合作学习 ，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历史知识 。

其 四 ，开展多元综合评价 。 教师需要开展多

元综合评价 ， 对学生 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 ， 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 。

二
、

“

三新
”

背景下高 中 历 史大单

元教学案例分析

崔允槨教授认为 ， 单元整体与局部不是一个

简单相加的关系 ， 单元 内各部分内容之间存在紧

密的 内在逻辑关系 ， 应从更上位的角度将凌乱的

知识点 串 成线 ， 连成片 ， 织成网 ， 纳 人知识结构 ，

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完整 的单元学 习 体系 。 笔者

试以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八单元
“

中华民族的

抗 日 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

为例做一分析 。

（

一

） 基 于课 程 标 准 与 教 学 内 容 确 定 教 学

立意

课程标准对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第八单元
“

中华民族的抗 日 战争和人 民解放战争
”

的 内容

要求是 ： 了解 日 本军 国 主义 的侵华罪行 ； 通过了

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抗战 ， 感悟 中华 民族英

勇不屈 的精神 ，认识 中 国共产党是全 民族团结抗

战的 中流砥柱 ；认识 中 国 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东方主战场 ， 理解十 四年抗战胜利在 中华 民

族伟大复兴 中 的历史意义 。 通过 了 解全面 内 战

的爆发及人民解放战争 的进程 ， 分析 国 民党政权

在大陆统治灭亡的原 因 ， 探讨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取得 中 国革命胜利 的原 因 和意义 。 在教科书

中 ，第八单元
“

中华民族的抗 日 战争和人 民解放

战争
”

上承第七单元
“

中 国共产党成立与新 民主

主义革命兴起
”

，下启第九单元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

，单元 内有
“

从局

部抗战走向全面抗战
” “

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 日 战

争的胜利
” “

人民解放战争
”

三课 ，展现了 中 国人民

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做出 的英勇抗争。

基于此 ， 笔者确定如下教学立意 ： 通过对全

民族抗战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学习 ， 围绕两条战线

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 认识人民群众对社会历

学科视 奈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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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基于教学 目 标的单元教学过程

表 １
“

人 民战争
”

单元教学过程

第 ２２ 课 从 局 部

抗战到全 国抗战

第 ２ ３ 课 全 民 族

浴血 奋 战 与 抗 曰

战争的胜利

第 ２４ 课 人 民 解

放战争

新 课 导 入 ： 了 解

毛泽 东 《论持 久

战 》 关 于 人 民 战

争 的 论 述 ， 体 现

唯物 史观

史料 实 证 ： 通过材

料 了 解 抗 日 民 族

统一 战 线 对抗 战

胜利 的 意 义

展 示 表 格 ： 对 比

国 共 双 方 力 量 ，

思 考人 民 解放战

争胜利 的 原 因

史料分析 ： 通过地

图和时 间 轴 ，
从时

空观念展现从局

部抗战 到 全 国 抗

战的过程 ，

以及组

建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线进行人 民 战

争的必要 １
生

观看地 图 ： 通过地

图 展 示 正 面 战 场

的 战况 ，
理 解 中 国

是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争 东 方主 战场 ；

史料分析 ： 中 共七

大 召 开 和 抗 日 战

争胜利 的 意 义

史料分析 ： 借助 史

料和 问题情境 ， 整

体探讨 国 共 双 方

斗 争 ； 史 料 实 证 ：

通过 史料研读 ，
理

解人 民 民 主 统一

战线 对人 民 解放

战争的意 义

阅 读 史 料 ： 理 解

抗 曰 战 争 的 正 义

性 和 群 众 性 ；
理

解抗 日 民 族统 一

战线形 成 的过程

罪行揭 露 ： 侵华 曰

军 暴行 ，
培养学 生

的 家 国 情怀 ； 参观

纪念馆

学 生 活 动 ： 讨 论

“

淮 海 战 役 是人

民 用 小 车推 出 来

的
”

， 增 强 学 生 的

历 史使命 感 和 民

族 自 信心

三 、

“

三新
”

背景下高 中历史大单

元教学反思与优化

（

―

） 单元设计优化

当前教科书不仅根据时间顺序进行单元划分 ，

也根据主题设计内容。 教师在教学 中可以突破以

往
“

以课时为单位
”

的教学模式 ， 通过对某一主题

相关联的知识进行整体设计 ， 打破课时之间 的界

限 ，将相关联的内容整合在一起 ，实施大单元教学。

（
二

） 课堂结构优化

教师可采用
“

任务驱动
”

的方式 ，将课堂设计

成一个个学习任务 ， 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来掌握

知识和必备能力 。 教师可 以创设情境 ， 激发学生

的学习 热情和动机 ， 构建开放 、有序 的课堂教学

氛围 。 同时 ，教师要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过程

和结果 ， 给予学生必要的 、及时的点拨和指导 ， 使

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展。

（
三

） 评价方式优化

传统的教学评价往往只关注学生 的学业成

绩 ， 而忽视学生 的个性差异 。 大单元教学要关注

学生 的个性特点 ， 尊重学生 的情感 、态度 和兴趣

等方面 的差异 ， 鼓励学生大胆地发表 自 己 的见

解 ， 使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 自 己才华的机会 。 评

价方式可 以是多种 多样 的 ， 如课堂观察 、 作业分

析 、活动评议 、作品鉴赏 、成长记录等 。

（
四 ） 教学资源优化

大单元教学需要教师根据教学 内 容 和学生

实际 ， 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 教师可根据教

学需要选择不 同 的教学资源 ， 如历史文献资料 、

历史文物 、历史遗址遗迹等实物资料 ， 还可 以 利

用多媒体资源制作课件或利 用 网络资源搜集相

关的教学素材等 。 同时 ， 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学

习需求对教学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与取舍 ， 以达

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 总之 ，

“

三新
”

背景下高 中历

史大单元教学要 以 人为本 、 因材施教 ， 要根据教

学 目 标和学生实际优化单元设计 、课堂结构 、评

价方式以及教学资源 ，
以便学生对知识的系统学

习 和综合应用能力 的培养 。

综上所述 ，

“

三新
”

背景下的高 中历史大单元

教学需要教师不断总结经验 ， 不断学 习 新知识 、

新理念 ， 不断提高 自 身素质和能力水平 ，
以适应

课程改革和时代发展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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