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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念是历史知识体系 的骨架 ， 掌握历史

概念是学好历史知识
，
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的基

础 。 新课标 、 新教材 、新高考对学生 的历史学 习

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

通过对课程 内容的整合 ，
引

导学生深度学习
，
促进学生带着 问题意识和证据

意识在新的情境下对历史进行探索 ， 拓展其历史

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

，
学生对历史进行探索 ，

拓展

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必须是在对基础史实 ，
基

础概念和基本历史规律与现象掌握的基础之上 。

历史知识一般可划分为 三个层次 ，
即历史事实 、

历史概念和历史规律 。 掌握历史概念是建立在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
又是学生认识历史规律的重

要环节 ，
历史概念在历史史实与历史规律间起着

承上启 下 的作用 。 帮 助学生理解历史概念是促

进学生深度学习 历史 ，
发展历史思维 ，

提高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 。

历史概念类型 多样 ，
有历史事件概念 、 历史

人物概念 、 制度概念等 。

“

中 国古代政治制度 的

形成与发展
”

是普通高 中历史教科书选择性必修

为教师的 自 我完善与提升提供机会 。 教学新理

念提倡实施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进行教学评价时 ，

要设立与学术水平相一致的评价准则
，
并需要从不

同的视角进行考量 。 因此 ，
在授课实践中 ，

教师应

当注重实施多样化的评价手段 ，
进行多样化评价 ，

以此来衡量学生是否完成了既定的学习 目标
，
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大概念的理解
，
确保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的养成符合教学 目标 。

教育评价应当立足于课程 目标 ，
聚焦学生在历

史学基本能力的全面提升
，
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有利于评估学生历史学科关键能力 的成长程度 。

在评价过程中
，
教师能够运用提 出 问题 、开展课堂

测验 、引导 自 我评价 、互相评议以及征求家长意见

的多样化方式 ，来衡量学生能力提升的程度 。 从大

１ 第一单元第一课 内容
，
本课涉及 的制度概念较

多
，
如先秦时期 的主要制度概念 ： 内外服制度 、分

封制 、宗法制 ；
秦到清涉及的主要制度概念 ： 专制

主义 中央集权
，
皇帝制 度 ，

三公九卿 、郡县制 、 内

外朝制度 、三省六部制 、 内 阁 、 军机处等 。 相对其

他类型的 历史概念
，
历史制度概念更加抽象

，
理

解的难度较大 ，
因此

，
在历史教学 中

，
教师要善于

借助 图示 ， 将抽象的概念直观化 ， 帮助学生更形

象地去理解历史概念
；
同 时 ，

要巧妙地创设历史

情境 ，将抽象化的历史概念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中
，
促使学生神人历史 ， 带着生活 的经验感受抽

象化 的历史概念
；
此外 ， 将类似的历史概念进行

比较
，
找到历史概念的本质特征 ， 加深对抽象化

历史概念的理解 。

一

、借助 图示 ，
直观化历史概念

历史概念具有抽 象化的特征 。 高 中 生虽然

抽象思维较初 中时期有 了较大的发展 ， 但是在理

解抽象历史概念时也往往感觉吃力 。 在教学 中 ，

概念出发
，
对高 中历史分单元教学成效进行重点评

价显得尤为关键
，
而各种不同的评价方法也增添了

课堂的趣味性 。 同时 ，
保证了知识传授的深度 ，这

样做也符合学生身心成长的 自然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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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可视化的工具或手段 ，
能帮助学生把抽象的

历史概念直观化 、 形象化 ，
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

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 可视化教学就是利用
一定

的可视化工具把复杂 、抽象的理论知识 图 表化 、

视觉化
，
变单一的文字描述为形象的 图形展示

ｍ
。

图示是历史教学 中 常用 的一种可视化 的教学手

段
， 在理解历史概念时 ， 教师灵活地选择直观 、生

动 、丰富 的 图示 ，
再配套生动的讲解 ，

助力学生深

化理解抽象的历史概念 。 如在学习
“

中 国古代政

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时
，
帮 助学生理解

“

分封

制
”

与
“

宗法制
”

这两个艰涩枯燥的历史概念 ，
教

师可以借助直观的示意图帮助学生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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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侯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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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分封制 示意 图

被统治

阶级

教师根据分封制示意图讲解 ： 周王把王畿 以

外的土地和百姓分封给王族 、 功 臣 和先代贵族 ，

受封者为诸侯 ， 诸侯在 自 己 的 领地里可 以 再分

封 ， 形成卿大夫 阶层 ，
卿大夫在 自 己 的领地里可

以再分封
，
形成士阶层 。 诸侯承担定期朝见述职

纳贡 、提供军赋和力役等方面的义务 ， 同时 ， 诸侯

在 自 己 的领地里享有世袭统治权 ，
可 以 设置官

员 、征收赋税 ，
组建军队等 。 通过分封示意 图 ，

学

生能直观感觉到西周社会等级森严 ，
在分封制之

下
，
西周形成了

“

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一士 

”

这样

的政治框架 ，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统治结构 中 ，
周

王处于统治阶层的最顶端 ，
士 阶层处于统治阶层

的最底端 。 再结合教 师 的讲解 ，
学生也易 于理

解 ：诸侯得到 的土地是王畿 以外的 ，
相对偏远

，
经

济相对落后 ，
且诸侯要对周天子承担义务 ，

因此
，

在西周 时期 ，
即分封制 实行 的前期 ， 诸侯势力 相

对较弱的情况下 ， 分封制 的实行在加强对地方的

管理 ，
巩固西周 的统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且

随着诸侯不断 向 外拓展领土
，
会扩大西周 的疆

域 。 同时 ，
学生也能深刻地理解 ： 西周虽然形成

了等级森严的政治结构 ， 但 国 家结构 比较松散
，

因为诸侯 、卿大夫 和士阶层在 自 己 的领地里可 以

１ ２

再分封
，
在地方上诸侯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

对周

天子的权力 存在威胁
，
随着诸侯势力 的强大 ，

王

室衰微
，
出 现 了 春秋战 国 时期诸侯混战 的现象 。

根据示意图和教师的配套讲解 ，
学生在脑海 中建

构起了关于分封制这一历史概念 比较清晰 的框

架
，
从怎么分封 、封给谁 、受封诸侯有哪些权力 和

义务 、分封对西周 的影响和分封的历史发展都有

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 。

在理解 了分封制这一抽象的 历史概念 的基

础上
，
教师可 以 以一个 问题引 入宗法制示意 图 ：

分封制架构 了 西周
“

天子一诸侯一卿大夫一士
”

这样政治的框架 ， 那么连接这个政治框架的 内 在

纽带是什么 ？ 在天子的众多子女 中
，
谁来继承天

子的位置 ？ 谁将成为诸侯 ？

图 ２ 宗法 制 不意 图

教师讲解 ： 连接这样 的政治框架 的 内 在纽带

是血缘关系
，
权力继承的依据是血缘关系 的亲疏

远近
，
核心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 。 即天子的嫡长

子平位继承天子的位置 ，
天子的余子降位分封为

诸侯
；
同理 ： 诸侯的嫡长子平位继承诸侯的位置

，

诸侯的余子降位分封位卿大夫
，
卿大夫 的嫡长子

平位继承卿大夫的位置 ， 卿大夫 的余子降位分封

为士
，
在统治阶层 的最底层士 阶层这里

，
士 的嫡

长子平位继承士 的位置 ，
士 的余子降位为平 民 。

根据示意图和教师的配套讲解 ， 学生能很直观的

理解 ： 天子和诸侯有两层关系 ： 政治上的君 臣关

系 和血缘上的兄弟关系
；
天子是天下 的大宗 ， 诸

侯相对天子是小宗
，
相对卿大夫是大宗 。 在这个

复杂的 宗法示意 图 中
，
核心是有血缘关系 的 亲

属
，
学生不难理解宗法制概念是利用血缘关系 的

亲属来维系政治统治 的一种制度 。 这种制 度保

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和垄断地位
，
有利于统

计集团 内部的稳定和 团结 。

在对宗法制 和分封制 两个抽象概念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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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 学生也能深刻地理解分封制与宗法制 的

关系 ： 分封制是外在 的政治结构 ， 宗法制是连接

这一外在政治结构的 内在纽带 ，
即互为表里的关

系 。 同时 ，
加深学生对西周政治制度 的理解 ： 分

封制之下
， 诸侯的独立性较大 ，

最高执政集权 尚

未实现权力 的高度集 中
；
西周 的政治是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形成 的 政治结构 ，
体现 了 家 国 同 构 的

特点 。

二
、 创设情境 ，

生活化历史概念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
，
学 习 是学习 者积极建构

的过程
，
情境是建构主义认为学习 发生的极其重

要的要素 。 历史概念 的形成过程是从具体到抽

象
，
面对 已 经抽象化 了 的 陌生 的历史概念 的学

习
，

“

不宜从概念到概念 ，
而需要从学生身边的事

实到概念 ，
要让学生认识到 ，

所有的概念都是源

自 活生生的事实
”

教师要给学生创设熟悉的生

活情境 ， 拉近学生与历史概念之间 的距离 ，
从生

活实际感悟历史 ， 在结合生活实际的过程 中 ， 积

极建构历史概念 ，
更好地理解历史概念。

在学习
“

中 国 古代政治制 度 的形成与发展
”

这一课中
“

专制 主义 中央集权
”

这一重要 的历史

概念时 ， 教师可 以创设历史情境 ，
帮助学生理解

这一历史概念 。

首先 ，
教师引 导学生将这一概念分成两个小

概念 ：专制主义与 中 央集权 。 关于专制主义的理

解
，
教师可 以举一个现实生活 中 的例子 ： 在班上 ，

如果什么都是老师说 了 算 ，
不征求大家 的意见

，

或者在家里
，
什么都是家长说了算 ， 大家会用什

么词来形容老师或者家长 ？ 学生会想到专制 、 专

断等词
，
教师进一步引 导 ， 专制就是

一种决策方

式
，
即决策权 由 多数人集 中 到少数人或者个人 。

那么作为古代政治制 度 中 的专制 主义如何理解

呢 ？ 给学生提供一个情境 ， 请四位学生分别扮演

秦始皇 、 丞 相 王 绾 、 御史大夫 冯劫 和廷尉李斯 。

通过表演 ， 将抽象历史概念生活化 ， 拉近学生 与

历史的距离
，
加深学生的理解 。

历 史情境 １

秦始皇 ：
众 爱 卿

，
寡人花十 年 时 间 灭六 国

，
成

就 了 千秋霸 业
，
如 果还 沿 用

“

秦 王
”

这 个称 号 ，
与

我的 千秋功 业不 相符 。 今天 ， 寡人要与 众 卿 家 商

议一个新的称号 。

（ 丞相王 绾 、 御 史 大 夫 冯 劫 和廷尉 李 斯 开始

交头接耳
，
小 声议论

，
商量更改名 号 ）

丞相 王 绾 ：
陛 下

，
臣 等认 为

，
陛 下 发 兵 灭 六

国
，
使四 海安 定

，

此等 宏 大功 业是昔 日 五 帝所 不

能 比拟的 。 在 古代三皇 中
， 有天皇 、

地皇 、 和泰皇 ，

其 中泰皇地位最尊贵 ，
臣 冒 死 恳请陛 下 以

“

泰皇
”

为 尊号
，
把陛下 的 命令称 为

“

制
”

和
“

诏
”

，
陛 下 用

的 国 印称 为
“

玺
”

，
陛 下 自 称为

“

朕
”

。

秦始 皇 ： （
不 悦

） 寡人 的 功 业 是 古 人 不 能 比

拟
，
寡人 的 尊号 怎 能 与 古人 的 相 同

，
寡人取

“

三

皇
”

中 的
“

皇
”

与
“

五 帝
”

中 的
“

帝
”

和 起 来
，
合成

“

皇帝
”

，
作 为 名 号 。 寡人 为 始 皇 帝

，
后代为 二世 、

三世至 于 万世不 断 传 下 去 。 其他 的 就依众 卿 家

以 下如何 ？

百 官 ：
陛下 圣 明

，
臣等遵从 。

秦始 皇 ：
以 后 天 下 事 无论 大 小

，
都 由 众 卿 家

上奏给朕
，
由朕决 断

；
中 央 的

“

三公九卿
”

、
地方 的

郡 守 和县令 ， 都 由 朕任命
；
调 动 军 队 的 虎符 由 朕

掌控 。 众卿 家依
“

诏
”

执行
，
不 能僭越 。 散朝 。

百 官 ： 吾皇 万 岁 、
万 岁 、

万 万 岁 。

通过几位同学的表演 ， 秦始皇唯我独尊的形

象深刻地展现在学生 的面前
，
学生能形象深刻地

理解秦始皇确立 的专制皇权制度使皇帝集一切

大权于一身 ，
就形成 了 皇帝专制或君主专制 ， 或

专制主义 。 作为 中 国古代政治制度 中 的
“

专制 主

义
”

是一种决策方式 ，其特点是皇帝独尊 ，
皇位终

身制 、世袭制 ，
皇权至上 。

关于 中 央 集权的概念 ，
教师可 以设置问 题 ：

“

中央
”

集 的是哪里 的权 ？ 学生很容易想到
“

地

方
”

。 引导学生理解 ，
中 央 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

权而言
，
是一种 国家结构形式

，
是整体与部分 、 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 。

秦王赢政针对秦统一后建立什么样 的地方

行政体制 的 问题 ，
进行讨论 ， 请三位 同学扮演秦

始皇 、丞相王绾 、廷尉李斯 ，完成以下对话 ：

历 史情境 ２

秦始 皇 ：
朕灭 六 国

，
实现统一

，
疆域辽 阔

，
但

最近时感 头疼
，
夜不 能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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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 王 绾 ： 皇 上 有 何 烦 心 之 事 ，

臣 等 可 为

排忧 ？

秦始皇 ：
面 对辽 阔 的 疆 域

，
怎 么 很好地去统

治
，
才 能防止地方叛乱 ？

丞相 王 绾 ： 皇上 刚 刚 灭 六 国
，
燕 、 齐 、 荆 等地

相距甚远
，

如果不 分封 为 王
，
就得不 到 很好 的 统

治
。
臣请施行分封 ，

分封诸子及功 臣
，
代替 您去

管理地方 ，
可为 您分忧 。

廷尉李斯 ：
不 可 不 可

，
西 周 实行分封制

，
所封

子 弟 同 姓 甚 众
，
然 后 属 疏远

，
相 互 攻 击

，
如 同 仇

敌
，
造成诸侯混战 ，

而 周 天子无 力 制 止 。

秦始皇 ：
廷尉议是 。

天 下 共苦 战 斗 不 休
，

以

有侯王 。 祖宗保佑 ，
天下初 定

，

又 复立 国
，
是树兵

也
，

而 求其 宁 息 ，
岂 不 难哉 ！ 那 么

，

廷尉有何想法 ？

廷尉李斯 ：
如今

，

陛 下雄 才 大略
，
完成海 内 一

统
，

若 皆 为郡县
，
郡县长官 由皇上您任免 ，

大权牢 牢

掌握在您手 中
，

而诸子功 臣 以公赋税重 赏赐之 ，

一

则 可保证您皇权至上
，

二则 对诸子与 功 臣 亦有有安

抚
，
天下无异意 ，

这才是安定天下的 办法 。

秦始 皇 ：
廷尉 的 建议符 合朕 想 法 。 传 朕 旨

意
，
在全 国 推行郡 县 制 。 郡 县 长 官 由 朕 亲 自 任

命
，
实行俸禄制

，
按时领俸禄 ，

有任期 ，
不 得世袭

，

接受 中 央 的 监察与 考核 ，
各地的政治 、

经济 、 军 事

大权直属 中 夬
，

绝对服从 中 央 。

百 官 ：
陛下英 明

，
吾皇万 岁 、

万 岁 、
万 万 岁 。

通过以上对话
，
将学生拉入讨论的历史情境

中
，
学生理解郡县制 的推行是吸取分封制造成王

室衰微 ，诸侯混战历史现象的教训 以及加强 中 央

集权的 目 的 。 郡县长官 由 皇帝任免 。 其特点是

地方政府在政治 、 经济 、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 ，

必须充分执行中央的政令 ，

一切服从于 中央 。

在此基础 上
，
展示秦朝政府 的组织结构 图 ，

进一步帮学生形象理解专制 主义 中 央集权这一

概念 。

丞相 丞相

郡 （ 守 ）

？

１

县 （ 令或 长 ）

最 高 统 治 者

御 史 大 夫


中 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君主

专制

中央

集权

图 ３ 专 制 主义 中 央集权示意 图

通过两个情境扮演
，
学生加深 了对专制 主义

１ ４

和中央集权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
再结合示意图 ３

，

学生进一步理解专制 主义 中 央 集权这个概念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的基本运行机制是 ： 地方

无条件服从中央 ， 中央无条件服从皇帝 。 地方和

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 。 专制 主义 中 央集权

制度的核心是皇帝制度 。 存在两对基本矛盾 ： 整

个国家结构 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 的矛盾 ；

中央政府 内部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

三 、 比较异 同 ，
明晰化历史概念

“

历史概念是历史现象的本质特性和 内在关

联的反映
，
是历史现象的科学概括。

”
［
３

］

对历史概念

的准确理解 ，
必须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特性和 内在

联系
，
帮助学生辨析相似 的历史概念 ，

避免将相似

的历史概念混淆 。 比较法是历史教学 中常用 的对

比相似概念的方法 。 通过 比较相似历史概念的异

同 ，
可以帮助学生从本质上区别相似概念 ，

深化学

生对相似历史概念本质及内在关联的认识 ，
减少相

似概念的混淆
，
深化理解历史概念。 如

“

中 国古代

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一课中
，

“

郡县制
”

和
“

分

封制
”

这两个概念
，
都是 中 国古代地方重要的政治

制度 ，
日 常考试也常常会围绕这两个概念出题 ，

若

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不够 ，在做题中就会混淆知识

点 。 因此 ，在学习这两个概念时 ，
笔者设置合作探

究题 ： 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 。 学生先小组讨

论
，
交流观点 。 老师展示

一个表格
，
要求学生对照

表格中的 比较项
，
反思 自 己思考视角 的漏洞

，
然后

在小组合作完成表格并在班级交流发言 ，
最后 由老

师加以总结和强调 。 如表 １
：

表 １ 分封制与郡县制 的 比较

分封制 郡县制

划 分原 则 血缘关 系 地域

传承制度 世袭 皇帝任免

与 中 央 关 系

诸侯 国 有很 强 的 地

方独立性

中 央 垂直 管理地 方
，

地

方 绝对服从 中 央

历 史作 用
有利 于巩 固 统 治

，
但

也容 易 出 现割据

有利 于加 强 中 央 集 权
，

维护 国 家统一

相 同 点

性质 ： 都 是 中 国 古 代社 会 重 要 的 地 方 行政

制 度

目 的
： 都是 为 了 巩 固 统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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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格对 比
，
学生在独立思考＾ 、组合作 、

老师补充等环节 中 ，
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二者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会更加 明 确 ： 分封制与郡县制都是

中 国古代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 ，
两者实行的 目 的

都是加强 中央集权。 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 分封

制是以血缘关系 的亲属来划分的 ， 存在的基础是

血缘关系 ， 传承的方式是世袭 ，
体现的是鲜 明 的

贵族政治
；
而郡县制

，
是以地域为划分的原则 ，

郡

县长官 由 皇帝任免 ，
体现的官僚政治

；
在分封制

之下
，
由 于诸侯在 自 己 的领地里具有世袭统治

权
，
有很强的独立性 ，

一旦诸侯势力强大起来 ，
就

容易对 中 央 的权力构成威胁 ，
因此

，
就其历史作

用而言
，
在西周 时期

，
起到 了巩固西周统治 的作

用
，但成为春秋战 国 时期诸侯混战 的历史根源 ；

在郡县制之下 ，
郡守和县令都 由 中 央任免 ，

实行

任期制度
，
形成 了 中 央垂直管理地方的局面 ， 在

这种情况下 ，
地方绝对服从中 央 ，

因此
，
就其历史

作用而言 ， 郡县制有利 于加强 中 央集权 ，
维护 国

家统一 。 通过具体的分析 ，
学生便可 以更加直观

地理解这两个概念 。

又如
，
本课中宰相和 内 阁也是容易混淆的两

个历史概念 。 内 阁首辅在 明朝权力 曾一度膨胀 ，

于是有人认为 内 阁 就类似于历史上的 宰相 。 在

学习这个概念时
，
如果学生不能从根本上把握 内

阁与宰相 的 区别 ，
也会存在类似 的想法 ，

也会产

生疑惑 ： 明 初为 了 强化皇权
，
废除 了 长期威胁皇

权的宰相制度 ，
为什么又设置 了一个和宰相一样

的 内 阁来威胁皇权呢 ？ 那么 ，
到底 内 阁是不是等

于宰相
，
内 阁 能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呢 ？ 笔者带

领学 生 用 以 下 表 格 来 对 比 这 两 个 历 史 概 念 ，

如表 ２
：

表 ２ 宰相制与 内 阁 制 比较

宰相制 内 阁 制

相似 职责都是辅助 皇 帝 处理全 国政务

不

同

地位
法 定 的 中 央 以 及行

政机构

非 法 定
，

只 是 为 皇 帝

提供顾 问 的 咨询机构

权力 来源 制 度赋权 皇帝 的 新任

不

同

职权

拥 有 决 策 、 议 政 、 行

政等 大权 ，

正 式 统领

百 官

无 决 策权
，
侍从顾 问

，

不 能 正 式 统 领 百 官 ，

受 宦 官 牵 制

对皇权

的 制 约

一定程度制 约 皇权
不 能 制 约 皇 权

，
是 君

主 专 制 强 化的 产 物

再如
，
内 阁制度也是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一

大特色
， 那么 ，

明 朝 的 内 阁 制度与近代西方的 内

阁制度是不是一个概念呢 ？ 同样
，
用一个表格进

行对比
，
如表 ３

：

表 ３ 明朝 的 内 阁制与西方近代的 内 阁 制 比较

明 朝 内 阁 西 方 内 阁

地位 与 职权
君 主 专 制 强 化 的 产

物
，
无 决 策权

监督资产 阶级政治 民

主的 象征
，
代 表 国 家

对议会 负 责

能 否 制 约 皇权 不 能制 约 皇权 防止专制 独裁

本质
封 建 君 主 专 制 强 化

的 产物

资产 阶级 民主政治发

展的 产 物

通过表格 ２ 和表 ３ 对比
，
学生能深刻理解明

朝的 内 阁制 度
，
它既不等同 于过去 的宰相制 度 ，

也不等同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 内 阁制度 ，

其是封建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 ，
没有法定地位 ，

不是 中 央一级行政机构 ，
不能统领百官 ， 只是为

皇帝提供顾问 的咨询机构 ，
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

历史概念 的教学是历史思维训 练 的重要一

环
，
重视历史概念教学

，
有助于增强学生 的历史

思维
， 帮助学生学会迁移运用历史知识 ，

有助于

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在历史教学中 ，
如

何进行概念教学 ， 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概念 ，
提

升思维 ， 提升素养 ，
需要在教学实践 中结合教学

目标与学生实际情况 ，
不断摸索和总结 。

［
１

］
徐进 ． 高 中 历 史

“

可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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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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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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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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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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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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