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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 鮮粧鮮测实臓略
——以

“

家 国 情 怀 与 统一 多 民族 国 家 的 演进
”

为 例

〇 何德营

在高 中历史教学 中 ，
活动课是课程 内容 的重

要组成部分 ，
亦是探索历史课堂教学变革的一种

有益途径 。 它不仅能克服历史课堂教学单一封

闭 的局限
，
还有益于拓宽学生历史学习 的视野 ，

培养学生 自 主学习 和合作探究的能力
，
提高学生

历史学科素养 。 通过对 比初高 中课程标准可 以

发现
，

二者都倡导跨学科主题学习 ，
可 以更好地

推进高 中历史活动课的开展 ，
进而改进教学方式

和学习 方式
，
切 实培育学生历史学科素养 。 为

此
，
笔者以 活动课

“

家 国情怀与统一多 民族 国 家

的演进
”

为例
，
从主题 、 目 标 、 资源 、过程 、评价等

五个维度谈谈活动课开展跨学科主题学 习 的教

学实施策略 ， 敬请方家赐教 。

一

、 议定跨学科学习主题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中活动课主题是
“

家 国

情怀与统一多 民族 国 家 的演进
”

，
教材 中 列 举 了

对西藏 、新疆 、 南海诸 岛 、 台 湾及其附属 岛屿 、 钓

鱼岛等地区进行的历史考察 ， 认识这些地区 自 古

以来是中 国的领土 ，
进而说明统一多 民族 国 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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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演进过程 。 基于学情 ，
笔者撷取 台 湾为例 ，

通过个人资料收集 、小组探究合作和班级展示交

流等方式
，
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探寻统一多 民

族国家的演进
，
进而加深对家 国情怀的认识和感

悟 。 在
“

从台湾视角 看统一多 民族 国 家的演进
”

这一学习 主题下
，
四个小组结合兴趣爱好议定好

各 自 的小主题 。

第 １ 组主题是从历史角度看台湾 自 古以来即

是中 国神圣领土 。 以时序为线索 ，
从不同时期历

史文献 中 钩沉索 隐 ，
整理 出 有关 台 湾 的 文献史

料 ，进而了解 台湾与祖国发展交流史 。 以地理空

间变化 ，
通过搜集 和对 比 中 国 历代疆域图 ， 分析

与解读疆域图 中 的信息变化 ， 进而阐释统一多 民

族国家的发展演进过程 。

第 ２ 组主题是连江人与 台湾的不解之缘 。 梳

理出 中 国古代 、 近代 、现代不 同历史时期 的重要

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
搜集 、 整理 出 为海峡

两岸和平发展作 出 贡献的重要人物的历史功绩
，

认识和感受他们身上浓烈的家国情怀 。

第 ３ 组主题是从多学科角度看台海两岸一家

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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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

一是加强与地理 、 政治等学科的 知识联 系 。

例如 ，
从地理角度认识台湾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关

系
，
从政治学科角度 了解

“

和平统一 、

一 国两制
”

的基本 国 策及 台湾 问题 的现状与未来等 。
二是

搜集整理学术界关于台湾 问题的研究成果 ，
试从

民族学 、 社会学 、 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探讨与之相

关的问题 。

第 ４ 组主题是以 台湾为例探讨家国情怀的 内

涵及其意 义 。 从海峡两岸 的仁人志 士 、 社会 贤

达
，
诸如陈第 、

丘逢甲 、 连横 、于右任 、严灵峰 、余光

中 、 蒋启 弼等人身上浓烈的故土情怀 ，
提炼家 国

情怀的文化内涵 ，
认识其对于祖国完全统一大业

的意义 。

二
、确定跨学科主题学习 目 标

学习 目标是学生学习 的 出发点和归宿 ，
也是

学习评价依据之一 。 跨学科主题学习 如果 目 标

不明确 ，
指 向性不强

，
学生很容易无所适从 ，

出 现

材料堆砌和主观臆造的现象 。 就本课而言 ，
为 了

衡量和评价学生主题学习 进展情况 ，
评估学生学

习效率和完成度 ，
特拟定如下学习 目标 ：

１ ． 多渠道获取有关台湾的历史 、政治 、 地理 、

民族 、 社会 、经济等文本资料 ，
用思维导图 的形式

建构出 台湾社会与历史的概况 ，
了解 台湾与祖 国

之间有关的 事件 、人物 、 现象等 ，
说 明其时空 特

点 、历史演进和发展前景 。

２ ． 从多学科视角 分析和 阐述 台 湾 与祖 国 发

展演进过程 ，
认识海峡两岸在地缘 、 血缘 、 文缘 、

法缘 、 商缘及历史 渊源 的高度一致性 ， 深刻理解

“

台湾是 中 国 神圣不可分割 的领土
”

，
深刻领会

“

和平统一 、

一国两制
”

基本国策的真正内涵 。

３ ．了解古今台湾的名称变化 、 台湾的早期 开

发和移民 、近代台湾各族人民坚决反抗外来侵略

和殖民统治的斗争 ，
认识海峡两岸人民 的家 国情

怀和 民族认同 ，
强化 国 家主权意识 、海洋意识和

国防意识 ，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４ ．了解并叙述台湾与祖国发展进程 中涌现出

来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
，
知道并深刻体悟家国

情怀的 内涵
，
明确当代青年家国责任与历史担当 。

５ ． 通过查阅资料 、分析论证 、 专题研讨 、成果

展览等活动方式
，
以小组为单位撰写研究报告并

进行课件展示
，
表达 自 己 的观点 和 主张

，
阐述家

国情怀的文化 内 涵 和实现祖 国 完全统一 的伟大

意义
，
形成对祖 国 、 对 中华 民族的认 同感和正确

的 国家观 、 民族观 。

三 、 挖掘跨学科主题学习资源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指 出 ：

“

课程资源既是课程实施的支撑环

境 ，
也是课程 内容的重要来源 ，

还是教学活动 的

展开条件 。

”

在跨学科主题学习 中 ，
教师应指导学

生依托某一研究主题
，
挖掘丰 富 的课程资源 ， 使

学生获得较为深人 的探究体验和 丰富 的历史信

息 。 本课课程资源如下 ：

表 １
“

家 国情怀与统一 多 民族 国 家 的演进
＂

课程资 源

序 号 学科 材料资 源 推荐 阅读 书 目

１ 历 史学

台 湾 历 史 沿革 ： 夷 洲 、
琉球 、 台 湾 府 、 台 湾 省 ；

三 国 时期 沈 莹 的 《 临 海水土 志 》

留 下 了 关 于 台 湾 最早的记述
；
郑成功驱逐荷 夷和开发 台 湾

；
台 湾 人 民反割 台

斗争
；
台 湾 日 据时期

；
清政府在 台 湾扩增行政机构 ，

１ ６８４ 年设立 台 湾 府
，

１ ８ ８５

年改设 台 湾 省
；
台 湾 问题的 历 史 由 来

； 《
告 台 湾 同胞 书 》 与 两 岸

“

三通
”

等

《 台 湾 通 史 》 《 台 湾 历 史研 究 》

《 台 湾 四 百 年——许倬 云 说

历 史 》 《 台 湾 历 史纲要 》 《 台 湾

历 史与 文化 》 《 大 陆 同 胞与 二

二八事件 史料 集 》 《 台 湾 历 史

上 的 移 民 与 社会研 究 》 《 在 台

湾 发现历 史 》 《 台 湾 大 陆
一 百

年 》 《 台 湾 少 年 寻根 系 列
：
城

墙上 的 名 字 》

２ 政治 学

“

和平统一 、

一 国 两 制
”

基本 方针
；

汪 辜会谈 与
“

九 二
”

共识
；

一 个 中 国 的 原

则
； 《反分裂 国 家 法 》 《 台 湾 问 题 与 中 国 统 一 》 《

一 个 中 国 的 原 则 与 台 湾 问

题 》 《 台 湾 问题与 新 时代 中 国 统
一

事 业 》 等 重要法律及文献

３ 地理 学
台 湾 海峡的 形 成

；
台 湾 的地形 、

地貌 、植被 、 物 产 、
人 口 分布 、 民族 构 成 、 周 边

岛 屿分布 、
渔场 分布

４ 民族 学
台 湾 省 的 主要民族是汉族 ，

原 住 民族是 高 山 族 。 高 山 族有 自 己语 言
，
台 湾

总人 口 约 ２３ ５０ 万
，

大部分 集 中 于 西部 ５ 大都会 区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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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学科 材料资 源 推荐 阅 读 书 目

５ 经济学

台 湾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电 子和 半 导体 产 业较 为 发达

，
对 外 贸 易 发达 。 随

着 两 岸
“

三通
”

以 来 ，
大量 台 商 来 大 陆投资兴业

，
扩 大 两 岸 经济 贸 易往 来

，

两

岸 经济 交流进一步扩 大

６ 文化 学
海峡两 岸 同根 同 源

，
有 着共 同 的 文化信仰和精神 追 求 。 在 文 学 、 诗歌 、 电

影 、音 乐 等方 面
，
两岸 文 艺 交流不 断加 强

四 、 实施跨学科主题学习策略

教师应当以学生发展为 出发点 ， 指导学生在

真实情境下多渠道搜集史料 、 整理史料 ， 学会辨

析史料
，
引 用关键史料

，
设计有思维梯度 、 环环相

扣的问题链 ，
让学生在具体问题情境 中进行深度

学习 。 因此 ，
跨学科主题学 习 应 围绕研讨主题 ，

通过史料研习 、 问 题情境探究完成学习 任务 ， 提

升学生学科关键能力及核心素养 。

１ ． 无史料不教学

史料是通往历史殿堂的金钥匙
，
对有价值的

史料 ，
用实证方式进行分析 ，

解决历史 问题
，
是历

史学习 和研究的基本素养 。 教师在活动课 中要

引导学生学会搜集 整理 辨析史料
，
运用史料探

究历史问题 。 例如 ，
第 ３ 组在史料搜集过程中 ，前

往县图书馆查阅陈第相关著作 ， 其 中有 《东番记 》

一书
，
该书记录了 当时 台湾西海岸原住 民生活 习

俗和地理风貌 。 学生提 出 了一系列 问题 ： （
１
） 明

代以前 ，
台湾原住 民有哪些 民族 ？ 其生活风俗如

何 ？ （
２

） 汉族是如何移 民 台湾和开发 台 湾 ？ （
３

）

明清以来 ，
台湾 民族构成发生了 什么变化 ？ 人 口

增长情况如何 ？ （
４

） 台湾各民族在 中 国近代反侵

略斗争过程中涌现 出 哪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

（
５

） 当今台湾 的 民族现状如何 ？ 其生活习 俗 、语

言 、文化认 同表现如何 ？ 基于对史料搜集及研

读 ，第 ３ 组开展 了
“

从多学科角 度看 台 海两岸一

家亲
”

的主题学习 。

２ ． 无情境不教学

在汇报课件制作 中 ， 如何凸显主题和驾驭课

堂
，
学习情境和 问题情境的创设是关键所在 。 在

真实学习 情境 中 ， 创设有效问题链 ，
进而实现对

历史问题的深度探究 。

（
１

） 创设历史感 的学 习 情境 。 历史 是逝去

的
，
不可复制 的客观实在 。 在活动课 中 ， 教师要

引领学生在具象化的历史情境 中 开展学习 探究

活动 。 在本课 中 ， 第 １ 组的主题就是从历史角 度

看台湾 自 古 以来 即是 中 国 神 圣领土 。 指 导学生

从多种渠道搜集不 同类型的史料 ， 在历史纵深对

比 中
，
让学生深切感知 台湾 自 古以来就是 中 国 神

圣领土 ，须臾不可分离 。

（
２

） 创设现实性的学习 情境 。 在本节活动课

中
，
因 福建连江与 台湾一衣带水

，
故从学生最近

发展区 出发
，
整合教材 ，

创设
“

家 国情怀与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演进——以 台 湾为例
”

的探究 主题 ，

实现
“

教教材
”

到
“

用教材
”

的转变 ，
贴近学生

， 较

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
３

） 创设相互联系 的 问题链 。 各组明确各 自

主题所涉及的知识范 围和重要史事 ，
概况和确定

各组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并将这些关键问题分解

为若干子 问题
，
形成具有层次性 、 结构化的 问题

链
，
在 问题解决 中 实现历史 问题探究

，
进而培育

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表 ２ 问题探究

组别 关键 问题 子 问 题

第 １ 组

史 料搜 集 是 一 个

艰难 的 实 践过程
，

如 何 进 行 史 料

搜集

史料搜集 的 途後有哪些

史料可 以分为 哪些 类 型

运 用 史料的 原 则 与 方 法

第 ２ 组
漫谈 你 我 之 家 国

情怀

你们 身 边 有 没 有 亲 朋 好友在

台 湾 ？ 他 们 近 况如何 ？ 他 们

想念大陆 的 亲人吗

从这些 连 江人 身 上 你 能 感 受

到 浓烈 的 家 国 情怀吗

第 ３ 组
台 海 地 区 的 形 势

与展望
努 力 实现祖 国 完全统一

第 ４ 组

如何 认 识 台 湾 是

中 国 神 圣 领 土 不

可分割 的 一部分

请从历 史 渊 源
、
地缘 相 似 、

血

缘相亲 、
文缘相承 、

法缘相循 、

商缘相 连 六 个 方 面 谈谈你 的

认识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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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设计跨学科主题学 习评价

在活动课中
，
教师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

跟踪和评价 ，
让学生在 自 评 、 互评 中 实现学 习 策

略和学习方法的不断改进
；
注重将评价融入学习

过程和教学设计 ， 发挥评价反馈功能 ， 实现教学

表 ３

评一体化 。 为实现评价有效性 ，
教师在活动课实

施前需制定具体适切 的评价标准 。 活动课跨学

科主题学习过程分为 ４ 个小组
，
每个学习任务依

据学业质量标准 ，
制 定 四个层次 的评价标准 ，

帮

助学生准确判断学习任务 、学习 目 标及核心素养

的完成度 ， 发挥评价促进学习 、改进教学的功能 。

评价标准

学 习 主题 （
任务 ）

水平 １ 水平 ２ 水平 ３ 水平 ４

从历 史 角 度 看 台

湾 自 古 以 来 即 是

中 国神 圣领 土

了 解 台 湾 历 史发

展 沿 革
，

知 道 台

湾 古今地名 的 区

另
ｉ

ｊ
；
尝 试 从 多 种

渠道获得 台 湾 历

史有关 史料

能 够 利 用 历 史 大 事 年

表 、
历 史 地 图 等 方 式 对

台 湾 古 今 历 史 加 以 描

述
；
能 够 认 识 不 同 类 型

史料 的 不 同 价 值
，
尝 试

运 用 史料作 为 证据论证

自 己 的观点

能 够 阐 释元 朝 在 台 湾 设 置 澎

湖巡检 司 、 清朝 在 台 湾 设立府

县
、建立 行 省 的 历 史 意 义

；

能

运用 相 关 史料
，
在正确 的 历 史

观和 方 法论 的 指 导 下
，
对 台 湾

问题 、 对 台 工 作 的 基本方针作

出 历 史解释

在对 台 湾 历 史 和 现 实 问 题进

行独立探究过程 中 ，
能够将其

置 于具体的 时 空框 架下
，
长 时

段地对其进行分析 、 综合 、
比

较
，

撰 写 学 习 主 题 的 可 行性

报告

连 江人与 台 湾 的

不 解之缘

谈一谈有 关 自 己

亲 朋 好友在 台 湾

工作 、
生 活 的 近

况和感 受

举例说 明 历 史上连 江人

诸如 陈 第 、 严 灵峰 、 蒋 启

弼 等 乡 贤 在 两 岸 政 治
、

经济 、
文化 等 方 面 交 流

发展 中 的 贡献

能够 自 主地搜 集相 关 史料
，
对

史料进行整理和辨析
，

叙述连

江人在 两 岸 交 流 融 合 发展 中

的 重要贡献

能够通过调 查访谈相 关 史料
，

利 用 口 述 史 的 理论和方 法
，

撰

写连江人在 台 湾 的 事迹 ，
感 受

和体悟他们 浓厚的 家 国情怀

从 多 学科 的 角 度

看 海 峡 两 岸 一

家 亲

了 解 台 湾 的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

地 理
、 民 族 等

概况

能够在叙述 台 湾 历 史 时

把握各 种 联 系
，
将 历 史

知识 与 其他相 关 学科加

以联 系
，
认识 台 湾 与 祖

国 内地的 密切联 系

能够较长 时段 、较 大 范 围 的 运

用 多 学 科知 识加 以 概括 和说

明
，

从地缘 、
血缘 、

文 缘 、
法 缘 、

商缘及历 史 渊 源 方 面 对
“

两 岸

一 家 亲
’ ’

作 出 历 史解释

能 够辨析和整合相 关 史料 ，
对

“

两 岸 一 家 亲
”

进 行 综 合 评

述
，
高度认 同祖 国 完全统一 的

历 史意 义
，

培育 中 华 民族共 同

体意识和正确 的 国 家观

以 台 湾 为 例 探讨

家 国 情 怀 的 内 涵

及其意 义

了 解和认识 家 国

情怀 的 文化 内 涵

及其具体表现

能 够举例 说 明 台 湾 历 史

上重要历 史人物 身 上所

蕴含的 家 国 情 怀 和 爱 国

主 义精神

能 够 运 用 特 定 时 空 术语 对 近

代 台 湾 人 民 反对 外 来侵略和

殖 民 统 治 过程 中 的 英 勇 事 迹

作 出 历 史 解释
；
能 够 赏 析 台 湾

近现代 爱 国 诗人 的 著名 诗篇 ，

感 受其 中所蕴含的 家 国 情怀

能够 通过 古今联 系
，
多 角 度 、

全方位把握 家 国 情 怀 的 文化

内 涵及其 历 史 意 义
，

筑 牢 中 华

民族共 同体意识
，

培育 为 祖 国

完全统一 而 努 力 奋 斗 的 家 国

情怀和责任担 当

在活动课跨学科主题学习 的设计和实施 中
，

这种指 向核心素养的跨学科教学设计
，
其本质是

基于真实情境和关键问题解决的深度学 习 ， 其关

键在于教师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 ，
让

学生在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 中实现知识的融通 、

能力 的培养和素养 的提升 。 正如 《 学记 》 中说 ：

“

善歌者 ，使人继其声 。 善教者 ，
使人继其志 。

”

唯

有如此 ，才能做到徐蓝教授在 《普通高 中课程标

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教师指导 ？ 历史 》 中所说的

“

使学

生像历史学家那样去探究历史和认识历史 ，
从而

能够构 建他们心 中 的 历史
，
形成对历史 的 正确

认识 。

”

【
附记

】 本文 系 福 建 省 教 育 科 学
“

十 四 五
”

规

划 ２０２３ 年
“

研 究 共 同 体
”

专 项 课题
“

基 于 家 国 情

怀培养 的地域资源 课 程开发 与 跨 学科 融 合研 究
”

（ 课题编 号 ： ６＞８
获２３

－

０５０
）
研 究 成果之 一 。

（ 作 者 地 址／福 建 省 连 江 黄 如 论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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