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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韩 晴
素养杂谈

历史解释不酗棚施舯 １５￥８钟＿用剖析
——以

“

从 隋唐盛世到 五代 十 国
”

为 例

〇 廖丹萍

一

、 历 史 解 释 不 同 水 平 划 分 的

提出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置于核心地位 。 其

中
，

“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划分
”

与
“

学业质量

水平
”

对其进行了精细规划
，
高考评价体 系 中 的

“

学科素养指标体系
”

中提 出 ３ 个一级指标与 ９

个二级指标 ，
二者皆凸显 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

重要性并设定明确水平要求 。

在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里
，
历史解释是关

键部分 。 课标对其阐释为 ：
以 史料为依据 ，

对历

史事物予以理性分析与客观评判的态度 、能力 与

方法
；
所有历史叙述实质都是历史解释

，
即便基

本事实陈述也含陈述者主观认识
，
它是对历史思

维与表达能力 的要求 。

“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

划分
”

针对历史解释的培养设定 ４ 个水平要求 ，

各水平达成条件有别 。 但有 的一线教师对历史

解释内涵领悟不足
，
课堂教学常 以某专家解释诠

释教材解释
，
或难 以 区分其 ４ 个水平划分的差异

与达成方式 ，或在教学应用时毫无层级性与针对

性 ，致使学科素养培养难以落地 。

为深入探寻历史解释不 同水平划 分在高 中

历史教学 中 的有效运用 ，
笔者 以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 国
”

为例 ，
对比纲要

版与 ２００４ 年人教版教材 ， 围绕隋唐盛世内容展开

探索 。

二
、 历 史解释不 同 水平划 分要求

与课堂教学中 的落实举措

１ ． 构 建历 史解释不 同 水平划分与 教学 内 容 、

教学问题的 紧密纽带

本课以 隋唐盛世为核心展开教学
，
重点在于

隋唐盛世
，
难点是其形成的原因及评价 。 为攻克

教学重难点
，
以

“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划分
”

为

依托 ，
以

“

四 何
”

问题为抓手
，
构建递进式 的 问题

链 ， 使教学 内容 、教学问题与历史解释三者紧密

相扣
，
把不 同 水平层次的历史解释在教学 中 落

实 ，
具体见表 １

。

表 １ 教学 问题链

教学 内 容 教学 问题链的核心 历 史解释水平 划 分

教 学 重

点
： 什 么

是 隋 唐

盛世

问 题链环 节 １
、 问 题链环 节

２
： 什 么 是隋唐盛世

水平 １

问 题链环 节 ３
：
你认 为 何 为

盛世
水平 ２

难 点
： 隋

唐盛世形

成 的 原 因

及评价

问 题链环 节 ４
： 隋 唐 盛世形

成 的 原 因

水平 ３

问题链环 节 ５
：

如何评价 隋

唐盛世

问题链环 节 ６
： 围 绕 盛世 的

小 结 与 延展
水平 ４

在教学过程 中
，
为准确地区分历史解释的不

同水平层次 ， 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 ，
围绕教学重

难点 由浅到深设计了６ 个问题链环节
，
用 问题链

的形式对不 同 水平划分的达成状况予 以量化评

估 。 问题链环节 １ 

一

３ 围绕
“

是何
”

进行设计
，
以

期达到历史解释水平 １
、
２

；
问题链环节 ４ 和 ５ 围

绕
“

为何
”

与
“

如 何
”

设计 ，
以期达到水平 ３

；
问题

链环节 ６ 围绕
“

若何
”

进行小结 ，
以期达到水平 ４

。

在具体操作时 ， 借助 问题链 中 的 问题 ， 引导学生

调动已有 的知识
，
从现象到本质深入理解历史 ，

在解决问题的动态进程 中循序渐进地提升历史

解释的不同水平层次 。 故而在教学设计 中 ，
既要

从大单元的角度全面设计 ，
又要考虑每个问题之

间 的逻辑关系
，
还要关注每个环节要达到 的水平

层次 ， 确 保 问 题链 紧密 围绕教学核心 内 容 ，
引 领

学生对教学重难点展开深度探究 。 如此 ，方能有

效推动课堂教学从浅层次的知识传授迈 向 深层

次的思维启迪 ， 使学科素养的培育在教学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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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以充分彰显与完美实现 。

２ ． 设计 问 题链落实 不 同 水平划 分 的 历 史 解

释
，
助 力 课堂深度拓展

在本节课教学设计里 ，凭借任务驱动教学流

程
，
借助

“

四何
”

问 题保障授课深度 ，
运用历史解

释的不同水平划分衡量 问题难易程度 ，
进而编制

了教学问题设计与历史解释素养水平达成表 ，
具

体见表 ２
。

表 ２ 教学 问题设计与历史解释素养水平达成表

教学 问题设计 历 史解释

问 题链环 节 １
：
两 个版本 的

教材 分 别 从什 么 角 度描 述

盛世 ？ 可 以 用 教材 中 什 么

样 的 史事加 以说 明

水平 １
：
能够辨 别 教科 书 和教

学 中 的 历 史解释

问 题链环 节 ２
：
两 个 版 本 的

教材 如 何描 述 盛世 ？ 关 于

盛世 的 描 述 有 何 异 同 ？ 影

响 历 史解释的 因 素 有哪些

水平 １
：
能 够发现这些历 史 解

释与 以往所知 历 史 解释的 异

同
；

能 够 对 所 学 内 容 中 的 历

史结论加 以 分析

问题链环 节 ３
：
关 于 隋 唐 盛

世
，
不 同 时期 的 教材 采 用 了

不 同 的 史 料
，
能 否 全 面 阐

述 ？ 你认为何为 隋唐盛世

水平 ２
：
能 够 选择 、

组 织 和 运

用 相关材料并使 用 相 关 历 史

术语
，
对 个 别 或 系 列 史 事 提

出 自 己的 解释

问 题链环 节 ４
： 简 要分 析 隋

唐盛世形 成 的 原 因

水平 ３
：
尝 试从 来 源 、

性质 和

目 的 等 多 方 面
，
说 明 导 致 这

些 不 同 解 释 的 原 因 并 加 以

评析

问题链环 节 ５
：
如何评 价 隋

唐盛世

小 结
： 什 么 是盛世 ？ 中 国 古

代还 有 哪 些 盛 世 ？ 为 什 么

盛 世 到 唐 玄 宗 后 期 就 结

束 了

水平 ４
： 在 独立研究 历 史 问 题

时
，
能 够 在尽 可 能 占 有 史 料

的 基 础 上
，
尝 试验证 以 往 的

说法

以 问题链作导 向突破教学关键与难点 ，
把历

史解释各水平要求融人课堂教学环节 。

（
１
 ）
问题链环节 １ ：

盛世教材视角对照

此环节针对纲要版与 ２００４ 人教版教材关于

隋唐盛世表述予以对 比 。 先提 出
“

两版教材分别

从何种角 度描绘盛世
”

，
目 的在于引 导学生 留 意

不同时期编写者叙述历史的视角 差异 。 经对 比

可知
，
纲要版的 隋 唐盛世包含隋朝兴亡 、 唐朝 繁

荣 、 民族交融等 内容 ，

２００４ 版则涵盖贞观之治 、武

则天统治 、开元之治等 。 借 由 这种对 比
，
助力 学

生初步领会历史 解 释 的 内 涵 ， 使其知 晓 即 便教

材
，
因 时代不 同对历史 的 阐释也有所不 同 ， 从而

达成历史解释水平 １ 中
“

能够识别教科书与教学

里的历史解释
”

的要求 。 接着提出
“

能用教材 中

的哪些史事予 以佐证
”

，
这指 向 史料实证水平 １

的要求
，
着力培育学生运用史料支撑观点 的意识

与能力 。

（

２
）
问题链环节 ２

：
盛世描述深度剖析

本环节抛出 问题
“

两版教材怎样描述盛世
”

，

进一步挖掘隋唐盛世 内容
，
推动学生深入对 比两

版教材在盛世表述上 的差异
，
强化对历史解释差

异的认知 。 随后引导学生更细致地对 比分析
“

两

版教材关于盛世的描述有何异同
”

。 对 比结果显

示
，
两版教材均认 同盛世与统治者紧密相连且是

长期积累 的成果 ， 但纲要版强调隋唐皆有盛世 ，

从统治者 、经济 、 民族关系等多方面 阐述 ；

２００４ 版

侧重唐朝盛世 ，
从统治者治理视角论述 。 通过异

同对比
，
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教材对历史的解

释随时代而变 。 在学生得 出 隋唐盛世解释差异

后
，
追问

“

影响历史解释的 因 素有哪些
”

，
在教师

引导下
，
学生认识到时代环境 、主观意图 、 阶级立

场 、史料来源 、史学研究进展 、学识视角等均会左

右历史解释 。 此环节意在告知学生历史 由 人解

释
，
为其在历史学 习 中 构建 自 身解释奠定基础 。

通过对盛世描述的深度剖析 ， 完成历史解释水平

１ 中
“

能察觉历史解释的异同并剖析历史结论
”

的

任务 。

（
３

）
问题链环节 ３

： 自 我解释体 系构建

环节 ３ 设置半开放性问题
“

关于 隋唐盛世
，

不同时期教材采用不 同史料 ，
能否全面阐述 ？ 你

认为何为隋唐盛世
”

， 旨 在引 领学生构建 自 身对

盛世的解释。 而要达成此 目 标
，
需整合本单元第

６ 课
“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

、第 ７ 课
“

隋唐制度

的变化与创新
”

、 第 ８ 课
“

三 国至隋唐的文化
”

相

关知识 。 经师生共同研讨 ，
学生构建 出 隋唐盛世

的历史解释模型 ： 盛世涵盖政治 、经济 、
民族 、思想

文化等层面 ， 即盛世意味着国家统
一

、社会安定 、制

度保障 、经济繁荣 、 国力强盛 、 民族 自 信 、文化昌盛 、

科技领先等 。 学生构建隋唐盛世解释的过程 ，完成

了历史学习第一步
“

是何
”

的任务。 此环节任务的

落实 ，
既融人大单元学习 思维模式 ，

又实现历史解

释水平 ２
“

能提出 自 己 的解释
”

的要求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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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问题链环节 ４

：
盛世成因深度探寻

环节 ４ 是本课学习 重点 ，
提 出

“

简要剖析隋

唐盛世形成的原因
”

，
推动学生学习从

“

是何
”

迈

向
“

为何
”

，
这是引导历史学习从现象认知转 向原

因探究的关键 。 综合前面问题链的分析 ，
学生分

组讨论梳理 出 多维度 的盛世成因 ： 政治上 ，
国 家

统一局面得 以 巩 固
，
如 隋朝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

统治者层面 ， 善于用人 ，
汲取前代教训 ， 推行利 国

利 民政策
；
制度方面 ，

重视制度建设
，
如三省六部

制的创立与完善 ， 为盛世搭建制度框架 。 此环节

探究使历史学 习 从单纯观察历史表象深人到挖

掘表象背后 的根源 ， 推动历史学 习 向 纵深拓展 ，

让学生领悟
“

学史使人明智
”

的 内 涵
，
也契合历史

解释水平 ３
“

能够 阐释解释的原因
”

要求
，
助力学

生领会隋唐盛世背后复杂而有序的成因脉络 。

（
５

 ）
问题链环节 ５

 ：
盛世评价全面升华

环节 ５
“

如 何评价隋唐盛世
”

是本课教学难

点 ，推动历史学习从
“

为何
”

过渡到
“

如何
”

。 此环

节教师呈现不 同时期 、视角 及作者 的 隋唐盛世材

料 ，
引 导学生 以 唯物史观为导 向 展开评价

，
使学

生明 白评价盛世需秉持客观公正态度 ，
既要看到

积极面 ，
如盛世下 国 家呈现社会繁荣 、政治清明 、

边疆稳 固等盛景 ， 利于 国计民生 ；
也要洞察盛世

背后 的 问题 ，
如农 民 负担依 旧沉重

， 封建统治局

限性致使盛世难 以 持久 。 学生形成对盛世客观

评价的过程 ，
达成历史解释水平 ３

“

能够对不同历

史解释进行评析
”

的要求 。

（
６

）
小结 ：

知识整合与素养进阶

小结环节 ，
是从

“

如何
”

到
“

若何
”

的转换 。 通

过对历史 的大胆假设
“

假如没有安史之乱
，
盛世

能否延续
”

引 导学生反思
，
再通过小心求证 ，

以

“

什么是盛世 ？ 为 什 么 盛世到 唐玄宗后 期 就结

束
”

为切人点 ，
剖析盛世终结的深层缘 由

，
进而 回

应本课重点——盛世是政治 昌 明 、 经济繁荣 、 文

化昌盛等多方面要素相互交融 、彼此促进的 繁荣

局面
，
而唐玄宗统治后期诸多 问题 已 现

，
即便无

安史之乱 ，
盛世亦难延续

，
藩镇割据的 出 现更是

表明唐朝盛世繁荣告终 。 借助
“

若何
”

的思考 ，
促

进学生对隋唐盛世的认知整合与提升 ，
拓展其历

史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 使其更深刻地洞察历史发

展的 内 在逻辑与规律
，
为后续学习筑牢根基 。 完

成小结环节 ，推动历史解释达水平 ４
“

尝试验证以

往说法
”

要求 ，
此过程也有效提升 了学生 的历史

思维品质与综合素养 。

经 由层次分明 的 问题链设计与教学实践
，
将

历史解释不 同 水平划分要求融人课堂教学各环

节
，
使学生在掌握历史学习方法之际 ， 同 步提升

学科素养 ，
达成高 中历史教学 中能力培养与学科

核心素养并重的 目标 。

三
、 历史解释不同水平划分的评价

于教学进程 中
， 借问题链把历史解释 的各水

平融人课堂教学里 。 那么在课后 ， 该如何检测教

学成效 ， 考量学生历史解释水平的状况呢 ？ 笔者

择取了两道高考题 ，
用 以评定学生历史解释不 同

水平的达成情形 。

练习 １
： 主要检验学生是否企及历史解 释水

平 １ 与水平 ２ 的标准 。 在作答时 ，
学生要对 比表

格 中 同一历史事件的不 同解释 ， 精准地甄别 出其

中 的差异之处
，
并深人领会历史解释会受到 多种

复杂因素的影响 。 唯有如此 ，
方能在这一练习 中

展现出对这两个水平的掌握程度 。

练习 ２
： 针对学生历史解释水平 ３ 与 ４ 的达

成状况予 以检测 。 检测要求学生能依托 隋 唐知

识 ，选长安或者黄河流域阐述 。 这就意味着学生

在作答时 ，
不仅要对隋唐相关知识熟稔于心

，
更

要能够基于这些知识构建起 自 己 的历史解释体

系 ， 进而才能条理清晰地表述观点 ，
以此展现其

在历史解释水平 ３
、
４ 方面的能力水准 。

通过在课堂教学 中深人探索历史解释水平

划分的应用策略
，
引 导学生领悟其 内涵

，
再借助

高考题精准检测历史解释不 同水平 的达成状况
，

由此达成教学评的有机统一 ， 为学生 的全面成长

与终身学 习 奠定人文学科的基础 。 展望未来教

学
， 仍需持续优化教学策略 ， 更为 出 色地落实学

科核心素养 ，充分彰显历史学科立德树人 的重要

价值 ，
全力培育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

【 附记 】 广 西教 育 科 学
“

十 四 五
”

规 划 ２０２ １ 年

度专项课题
“

深度 学 习 视域 下 高 中 历 史课 堂 教 学

实践策 略研 究
”

（
立 项 编 号 ：

２０２ １ ＺＪＹ １ ７７２
） 的 研 究

成果 。

（ 作者地址／广 西 南 宁 市 第 三 中 学 ，
５ ３００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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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５ 年 第 ４ 期
（
总 第 ６３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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