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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是高考评价体系 中 的考查载体 ， 是 以 问

题或任务为 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 。 生活实践情

境与 日 常生活 以及生产实践密切相关
，
考查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 中 的现象 、解决生产实践

中 的问题的能力 。 因此 ，
在课堂教学 中设置一些

生活情境并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问题对培育学

生的核心素养 、 提高学生 的成绩都是大有 帮 助

的 。 本文通过笔者在 日 常教学 中 的一些教学片

段
，
总结探索生活情境设置的策略和实施路径 。

一

、 设置生活情境导入 ，
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高中历史教材不管是必修还是选择性必修 ，
均

呈现了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
，
跨度非常大 ，容易

让学生产生距离感
，
且单纯学习书本知识容易产生

倦怠情绪
，
会造成学习兴趣的丧失 ， 而好的开头是

成功的一半
，
在上课之初 ， 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

引起学生进一步探究和学习 的兴趣就显得非常重

要 。 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往往是与 自 己生活有密切

关系的现象 ，
因此

，
设置一个生活情境导人新课 ， 就

比较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例如在学习选择

性必修 ２ 第 ２ 课
“

新航路开辟后 的食物物种交流
”

一课时
，
笔者采用了这样的导入 ：

师 ： 你今天午饭吃的什么 ？

生 ： 米饭 、馒头 、汉堡 、辣子鸡丁 、西芹炒肉 、 老

醋花生 、玉米炖排骨… …

师 ：请帮你的食物找到它的原产地 ， 并说明它

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到我们的餐桌上的 。

生 ：

… …

（ 查课本找答案 ）

师 ： 编写一幕发生在 １ ７
—

１ ８ 世纪 中 国餐馆 内

的人物对话场景 。 （ 要求 ： 先写 出对话主题 ，
主题

要紧扣 中 国 当 时政治 、 经济 、 思想 、对外关系 、 民

族关系等领域的重大事件
；
对话 内容要围绕主题

展开
，
观点 明确

；
对话过程完整

，
逻辑清晰 。 ）

“

学生能否应对和解决陌生的 、 复杂 的 、 开放

性的真实问题情境
，
是检验其核心素养水平的重

要方面 ３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测试中 ， 新情境可

以有多种类型 ，
包括…… 生活情境

，
指在个人生

活 、家庭生活 、 社 区生活 中遇到 的与历史有关的

问题
，
如在倾听长辈的 回忆 、 观看影视剧 、 游览名

胜古迹时遇到的问题 。

”

因此
，
我们可以根据不 同

的授课内容选择不同 的生活情境导人 ，
如在学习

选择性必修 １ 第 １ 课
“

中 国古代政治制度 的形成

与发展
”

时 ，
可以用

“

你姓什么
”

导入
，结合相关史

料一步步深入分析 ：

“

每个人都有 自 己 的姓 氏
，
我

们为什么会有姓氏 ？ 它反映了 中 国传统社会的什

么特点 ？

”
［

１
］

用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导人新课
，
找到

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 ，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
迅

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同时让学生体会到历史与

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并且学习历史还能

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 于是就形成了学习 的 内驱力 ，

整堂课学生都能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
且学生常常会

感到
“

意犹未尽
”

，
把这种探索的兴趣延伸到课外 。

二
、 搜集生活情境史料 ，

提升学生

的理解能力

能力是外显的 ，
是表现在行动 中 的

；
素养是

内化的
，是溶解在血液里的 。 更强 的能力必须有

更高的 素养做支撑
， 培养能力 可 以 靠背诵 和训

练
，
培育素养还需要理解 、 体验和感悟 。 显然 ，

通

过强化训练和机械刷题的能力训练 已 无法适应

新高考和
“

立德树人
”

根本任务的要求 ， 如何让素

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动
，
指导学生 自 主搜集 乡 土

史料 、透过身边 的
“

小物件
”

看到其背后 的
“

大历

史
”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

２０２ １ 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１ ００ 周年 ，
笔者抓

住这一契机 ，
开展了一次

“

小物件 大历史
”

主题研

学活动
，
旨在用历史学科特有的史料实证和历史

解释探索一条聚合学科特色的核心素养培育之

路 ，
让素养和情怀在实践活动 的体验 中生成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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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分为
“

组织发动
” “

班 内 海选
” “

年级展

示
”

三个环节
，
在发动阶段

， 动员学生与家里长辈

一起 回忆家史 ，
翻检 出 家 中能体现共产党百年奋

斗史的
“

小物件
”

，许多学生一开始觉得 自 己 家里

好像没有这种
“

小物件
”

，
教师就引 导学生从身边

着手 ， 如
一张老照 片 、

一 张 旧 报纸 、

一个传说故

事 、

一枚旧 钱币 、

一段 口 述 回忆等 ，
探寻这种

“

小

物件
”

的来源
，
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历史 ，

理解这些

小物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
随着陆续有学生从家

里带来
“

祖爷爷在儿童团时使用过的红缨枪
” “

外

祖父家的老照片
” “

祖母家 的古钱币
”

等小物件 ，

越来越多 的学生觉得这样的小物件家里还有好

多
，
问可不可以 多带些来 。 年级展示时各班都拿

出 了最具代表性 的作 品 ， 其 中 最典型 的是高一

（
４

） 班刘和煦同学的
“

我家的房契 、地契和林契
”

，

她带来了
“

道光十六年的地契
” “

中华民 国二十六

年的地契
” “
一九五一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 “
一

九六五年的林木所有证
”

共四份文件 。

结合这些文件她讲述 了 她家从购买土地扩

大家产 、倾其所有支持革命 、 在新 中 国 土地改革

中重新分得地产 、
１ ９６５ 年又分得林地的过程 。 其

他学生补充历史解释时
，
有 同学提 出

，
根据

“

道光

十六年地契
”

上 的立契人 、说合人 、价格及 图示可

以证明 当时的契约精神 已经非常强烈 、契约制度

也非常完善 ， 进而证 明 当 时 的 土地买卖 比较频

繁 、商品经济 比较发达
； 中华 民 国二十六年地契

上标明 的价格可 以说明 当 时仍然使用 白 银进行

交易
，
立即又有同学提出

“

洋二百六十 四元
”

不是

白银 ，
而应该是银圆

；
又有同学提出 １ ９５ １ 年土地证

上有
“

德县
”

字样
，
证明德州 当时还不是地级市 ，

应

该是一个县城
， 那么德州 什么时候成为

“

市
”

的 ？

于是有 同学提出可以去博物馆或图书馆查德州县

志 、问家里长辈 、上 网查找等多种解决方法。 证书

上还有
“

依据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二十七条保护农民 已得土地所有权之规定
”

可知

在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了人大职权 、共同纲领代

行宪法职能 ，
上面的字都使用的繁体字可以得知 当

时还没有推广简化字
；
１ ９６５ 年林木所有证上的

“

为

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 另 星植树积极性……加速绿

化村镇
”

等信息 ，
可知当时仍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 、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此

时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
“

左倾
”

错误的危害且积极

进行弥补和纠正
，

“

另星
”

应该是
“

零星
”

的错别字 ，

在这么重要的文件上 出现错别字可以证明 当时人

们的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 。

这次活动使学生不仅学会了搜集整理辨别运

用史料的方法 、强化了时空观念 、提升了史料实证

和历史解释能力 ，
且锻炼了学生的怀疑精神 、逻辑

思维 、语言表达等能力 ，
激发起他们进一步了解家

乡历史的浓厚兴趣
，
这种对知识渴求的内驱力一旦

产生
，
后面的学习变得更加 自觉和主动 。

三 、 设计生活情境 习 题 ，
培养学生

的辩证思维

２０２０ 年是山 东省进行高考改革的第一年 ，
从

这几年的试题看
，
最明显的特点是精选反映时代

主题 、 贴近生活 、 贴近社会的题材 ，
通过创设问题

情境
，
引 导考生透过历史关注现实 ，

对现实 问题

进行深人思考
，
从而获得借鉴和启 示 ，

最典型 的

是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８ 题 （

一个村支书 的工作笔记 ） 、 第

１ ９ 题 （ 咖啡馆的历史既是
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社

会史 ） 、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７ 题 （ 李超的

“

新生
”

） 、 第 １ ８ 题

（ 历史的透视 ：

一幅宣传画 ） ，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８ 题 （

一

份人才招聘启事 ） ，
很明显

，
高考命题已 经从知识

立意 、能力立意转向素养立意 。

这些变化 ，
既给高 中历史教师提 出 了更高 的

要求
，
也给高 中历史教学指 明 了方 向 ： 教师的 角

色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传道授业者 ，
而是学生

学习 的指导者 、 组织者 、点拨者和激发者 。 教学

的 目 的也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
，
而是

培育学生 的核心 素养 。 因 此
，
选择合适 的史料 ，

命制真正切合学生
“

最近发展区
”

的试题
，
就显得

尤为必要 。 笔者在教学
“

两次鸦片战争
”
一课时

，

为使学生全面理解 中 国 战败的原因
，
培养学生 的

唯物史观 、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 ，做了 如下处理 ：

中 国为什么会战败 ？

材料一 他
（ 浙江巡抚刘 韵珂

）
认为 是 ：

“

盖

其炮 火 器械
，

无 不 猛烈精巧
，
为 中 国 所必不 能及 。

又该逆 夷 漂 泊 于 数 万 里之外 ，
其 众 皆 以 必 死 为

期
，

万夫一 ＜ 有进无退
，

而 财 力 充裕
，

无 一 处 不

勾 结 汉奸 ，
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

，
为 之致死

，

此其

所以逞 凶肆逆
，
各省 不 能取胜之 实情也 。

”



《道光 夷务 》 第 三册

材料二 牛 鉴逮 问 后
，
他

（
道光 帝 ）

又将 奕

山
、 奕 经 、

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 部 大 堂
，

统统定

为 斩监候 。 他在 内 心 中认定
，
战败的 原 因 在 于这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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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奴才 未能 实心 实 力 办事 ，

“

天朝
”

的 厄运在 于缺

乏忠 贤智 良之 臣 。

茅 海 建 《 天 朝 的 崩 溃鸦 片 战 争 再

研究 》

材料三清朝 不 是败 于敌 强
，

而 是败 于 己

弱
，
就是说败 于 乾 隆 到 嘉 庆 、 道 光 的 百 年 积 弱 。

保证
“

尊君
”

的 政治 体制
，
唯重

“

亲 上
”

的 法律 准

则
，
严 惩

“

异端
”

的 文化政策 ，

鼓励贪污 的
“

养廉
”

机制
，
特别是坚持

“

以 满驭汉
”

的 权力 结 构
，

“

八旗

驻防
”

的 军 事传统 ，
诸如此 类 旨 在稳定压倒 一切

的传统措施
，
面 对 曾 创 全球殖 民化最 高 纪录 的 英

国 炮舰
，
哪一种不 立现陈腐 ？

——朱维铮《 重读近代史 》

探究任务 ：小组合作探究

（
１

）
三则材料共同叙述了什么史实 ？

（
２

）
三则材料关于这一史实原因 的解释有何

差异 ？

（
３

）说明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

（
４

） 你认 为 两 次鸦 片 战 争 清 政 府 为 何 会

失败 ？

在学生 回答 的 基础上
，
教师总结 ：

三则材料

都叙述了鸦片战争 中 国 战败这一史实 ， 但对于战

败的原因却有不 同 的认识 ，
刘韵珂认为战败的原

因在于英 国 的武器 、 决心 和财力远强于 中 国 ，
且

收买大量汉奸 ，
这与他的身份地位 （ 浙江巡抚 ） 、

主观 目 的 （ 为 自 己开脱 ） 等因素有关 ；
道光帝认为

奴才未能实心办事
，
缺乏忠贤智 良之 臣

，
这与他

本人的时代背景 、 立场眼界有关 ； 当代史学家朱

维铮认 为清朝 败 于 己 弱
， 败于社会全方位 的 落

后
，
这与他的史观及 占有的史料有关。 不 同历史

解释产生 的原 因 与本人的 阶级立场 、 主观 目 的 、

时代背景 、 占有史料 、指导思想等诸多 因素相关 。

正确分析历史 问题 ，
至少应做到 以 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

，
全面 、 客观地看待历史

问题
；
第二 ，

把史事放在具体时空背景下
；
第三 ，

尽可能多地 占有史料
，
会辨别史料的价值 。

四 、 布置生活情境作业 ，
涵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

除了教师帮助搜集史料外
，
通过布置作业让

学生 自 主探索 、让所学 内容在生活 中延伸 ，
也是

一个不错的方法 。 学完宋代至 明 清 的 乡 约教化

后
，
笔者趁机布置 了作业

“

采访 自 家长辈
，
录制 自

己 的家风家训小视频
”

，
每个学生都录制 了 自 己

与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等长辈进行交流 的视

频
，
既增进 了学生与家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

，
又使

学生受到 了 家庭优 良传统的教育
；
学完

“

２０ 世纪

以来人类的经济与生活
”

后 ， 给学生布置 的作业

是
“

找出 ２０ 世纪前 ７０ 年世界上影响人类社会发

展的十件大事
，
并对这十件大事进行排序 ，

说明

排序依据和这些事件的影响力是什么 ， 如何证明

它们的影响力可信。

”

学习 明朝 的
“

朝贡体制
”

时 ，

坐落在德州 、建于明永乐年间 的苏禄王墓便成了

最佳乡 土史料
，
在学习这一问题的前两周 ， 布置学

生通过实地参观 、走访北营村 、上 网查资料等多种

途径全方位了解其来龙去脉 ，
通过学生亲 自 调查还

原历史 ，
在还原的过程中理解了 当时中国的地位及

对外政策的价值和意义
，
感受到一种浓浓的

“

温情

与敬意
”

，
班上一位姓安的

“

王子后裔
”

感慨说
，

“

感

谢明成祖朱棣
，
感谢大明王朝

，
如果没有 当时的郑

和下西洋
，
如果没有朝贡贸易

，
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全家。

”

引来全班同学善意的大笑和掌声 。

这样的作业一般用两周左右的课余时间完成
，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交流汇报 ， 每次课堂汇报都是一

场思想的交锋或欢快的对话。 这种任务驱动 、活动

建构的育人方式使学生认识到历史来源于生活
，并

且学习历史对思考 、理解甚至解决生活问题都会有

极大的帮助
，
因而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体。

历史生活化教学结合了历史学科和生活化

教学的理念
，
通过挖掘 和运用生活化教学资源 、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等方式
，
调动学生 已有的生

活和学 习 经验 ， 使学生获得切身情感体验 ，
从而

提高学 习 兴趣 、 培育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对历史

产生
“

温情与敬意
”

，
能够对现实 问题做历史思

考 、用历史经验指导现实生活 ，
最终达到 内 化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目 的 。

［
１

］ 宋雪梅．
心 灵之约 高 中 历 史人性化课堂教学 的

探索 ［
Ｍ

］
． 长 沙 ：

岳麓 书社
，
２０ １ ５

：
３ ３ ．

［
２

］
此活动思想来 自 金丽 君 ．

“

探
”

学科特 色 的 情怀

之路
“

造
”

守 正创 新的 情怀之师 ：
以

“

新 中 国 ？

老 物件
”

研学 实践活动促历 史教研组建设 ［ Ｊ ］
．

中 学 历 史 教 学 参 考 （
上 半 月 ． 综 合 ） ，

２０２０

（
１ ０ ） ： ２４

－

２７ ，

（ 作 者 地 址／ 山 东 省 德 州 市 实 验 中 学
，

２５ ３０ １ ４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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