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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向教学设计在高 中历史教学中 的应用
— 以

“

水 陆 交通 的 变 迁
”
一课为 例

〇 张 波

教学设计是学科教学实践的初始步骤 ，
优秀

的教学设计能够指 引 教师高效开展课堂教学 。

在课程改革持续深人的背景下 ，诸多教育教学理

论被 引 人学科教学实践之 中 ， 其中 ，
逆 向教学设

计 （
ＲｅｖｅｒｓｅＩ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ａｌＤｅ ｓ ｉ

ｇ
ｎ ） 使诸多一■线教师

重新审视了 

“

理解
”

这一关键词 ，
同 时在教学设计

中关注到教学评价与学科
“

教
”

与
“

学
”

之间 的关

联 。 笔者尝试将这
一理念引人学科教学实践 ， 并

进行一定探索 ，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

一

、 逆 向教学设计 内 涵 、特征及重

要环节

逆 向教学设计是 以促进学生 自 主建构 、理解

知识为基本 目 标
，
从学生所要到达的终点起步 ，

先确定
“

教
”

与
“

学
”

所要达到的效果 ，
而后设计评

判学生知识掌握程度 的指标 ，
最后设计有 利 于

“

教
”

与
“

学
”

实 现预期 活动 的一种教学设计模

式
１

１

：

。 逆向教学设计强调
“

以终为始
”

，
重视学生

对知识 的 真 正理解 ，
同 时 也强 化 了

“

教
”“

学
”

“

评
”

三者间的关联 ，
具有 以下特征 ： 其一 ，

理解为

先 。 逆 向教学设计的过程追求学生 的理解 ，
因 而

此种教学设计模式能够有效弥补常规教学设计

中 以活动为导 向 的教学弊端 。 理解为先的教学

设计
，
教师所设置的任意教学活动均 以促进学生

的理解为基本 目 标 ，
而非达成课程教学重 、难点

教学任务 。 其二 ，
以终为始 。 逆 向教学设计是一

个倒推的教学设计过程 ，
相较于常规的教学设计

过程
，
逆向教学设计需要预先 明 确课堂教学所要

达成的结果
， 将评价前置 ，

同时在
“

结果
”

的指引

下能够有效避免无意义 的教学活动 。 其三 ，
逻辑

一致 。 逆 向教学设计的三个环节可 自 成体系 ， 但

又相互联系 ， 在逻辑上具有
一致性 。 环节

一从学

生的理解 出发
，
环节二所确定的评估证据 目 的是

检测学生的理解 ，
环节三则是设计促进学生理解

的活动 。 上述 内 涵与特征决定逆 向 教学设计有

如下环节 。

（

一

）
明确预期结果

本环节指 向学生学习 的 内容与学习 的成效 。

教学设计本身具备较强的 目 标性 ，
教师需要基于

特定的 目 标设计教学过程 。 与 常规教学设计不

同的是 ，
逆 向教学设计要求教师将学生的学习结

果作为切入点考量课堂教学 目标 ，
所确定的教学

目标是教师后续开展课堂教学实践所要达成 的

结果 。 教师所确定 的 教学 目 标既是课程逻辑 的

开端 ，
也是课程逻辑的终点

［
２

。

（

二
）
确定评估证据

本环节指 向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所达到 的程

度 。 逆 向教学设计环节二的核心是在环节
一 已

经确定的基础上对教学评价的细致考量 。 因
“

理

解
”

是多维而抽象 的 ，
所以教师需要细化理解 的

内涵 ，
并将其作为评估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 。 格

兰特 ？ 威金斯和杰伊 ？ 麦克泰格在 《追求理解的

教学设计》
一书 中将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的

“

理

解
”

概括和界定为解释 、 阐 明 、 应用 、 洞 察 、 神入 、

自 知六个侧面 ，
并对

“

理解
”

的六个侧面及其 内涵

进行了 阐释
；

３

（ 见表 １
） 。

表 １
“

理解
”

的六个侧面

侧面 说明

解释
指恰如其分地运用 理论和 图 示

，
有见地 、 合理地说 明

事件 、行 为 和观点

阐 明 指 演绎 、 解说和转述 ，

从而提供某种意 义

应 用 指在新 的 、 不 同 的 、
现 实 的 情境 中 能有效地使 用 知识

洞 察 指 能提 出 批判性的 、 富 有洞 见 的观点

神入 指 能设 身 处地感 受到 别人的 情感和世界观的 能 力

自 知
指知道 自 己无知的 智 慧

，

知道 自 己 的 思 维模式 与 行

为 方式如何促进或妨碍 了 认知

（
三

）
设计学习体验

本环节指 向学生学习 的方式 ，
即通过何种方

式才能够促进学生理解 。 逆 向 教学设计的第 三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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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
，
教师需要在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的基础

上为学生安排追求理解的学习体验 ，
即相关的教

学活动
， 本环节教师可 以 应用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分析

工具进行教学活动设计。 格兰特 ？ 威金斯和杰

伊 ？ 麦 克泰在 《理解为先模式单元教学设计指

南 》 中指 出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分析工具主要涵盖 ７ 个

要素 ，
并对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的七个要素及其 内涵进

行了 阐释 见表 ２
） 。

表 ２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的七个要素

要素 说明

Ｗ 确 保所有 学 生 都 了 解单元 的 目 标

（
Ｗ ｈｅ ｒｅ＆Ｗｈ

ｙ 
）

以及为 什 么

Ｈ 一 开始就吸 引 学生 ，
并 始终抓住 学

（
Ｈｏｏｋ＆Ｈｏ ｌｄ

 ）
生 的 注意 力

Ｅ（Ｅｑ ｕ ｉ

ｐ＆Ｅｘｐｅｒ ｉ

－ 为 学生提供必要 的 经验 、
工 具 、

知

ｅｎ ｃｅ ｓ
）

识和 专 门技能 以 达到 学 习 目 标

Ｒ
 （Ｒｅ ｔｈ ｉｎｋ＆Ｒｅｆｌｅｃ ｔ 为 学 生提供大量机会思考 大概念

，

＆Ｒｅ ｖ ｉ ｓｅ
）

反思教学进度并且做适 当 调整

Ｅ 根据形 成性评估
，

让 学 生进行 学 习

（
Ｅｖａｌｕａ ｔ ｅ

 ） 过程评估 、 自 我评估和 自 我调 整

Ｔ 让单元适用 于 不 同 类 型 的 学 生
；
学

（
Ｔａ ｉ ｌｏｒ

）
习 计 划 关照 差异化和个性化

０ 组织
（
或按序 列 ）

编排 单元 以 获得

（
Ｏ ｒ

ｇ
ａｎ ｉ ｚｅ

 ） 最大 的 参与 度和有效性

二
、 逆 向 教 学设计在高 中 历 史教

学中 的应用

为详尽论述
，
笔者以高 中历史统编版选择性

必修 ２ 第五单元
“

交通与社会变迁
”

中
“

水陆交通

的变迁
”
一课为例

，
分析逆 向 教学设计在高 中 历

史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

（

一

）
梳理教科书 内容

，
明确预期结果

梳理教科书 内容可知
，

“

水陆交通的变迁
”
一

课共涵盖 四个子 目
， 第
一子 目

“

古代 的 陆路交通

与水陆交通
”

主要介绍 了道路建设与运河开凿的

基本情况
；
第二子 目

“

对海洋 的探索与全球航路

的建立
”

主要介绍了东 、西方探索海洋 ，
开辟海上

航线的历程
；
第三子 目

“

工业革命与交通发展
”

主

要介绍 了工业革命引 发 了交通 的变革
，
铁路 、 轮

船 、汽车等交通工具陆续 出现
；
第 四子 目

“

交通与

社会变迁
”

介绍 了交通 的改进对政治 、 经济和 文

化发展的影响 。

“

水陆交通 的变迁
”

上承第 四单

元第 １ １ 课
“

近代 以来 的城市化进程
”

，
下启 本单

元第 １ ３ 课
“

现代交通运输的新变化
”

，
将城市 的

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相联系
，
能够为学生

认知多维 的历史奠定 良好的基础 ３ 笔者以课程

标准作为基础
，
删繁就简突 出 重点

，
重新整合教

学内容 ，
并设定学生的学习结果 ：

其一 ，

“

车轮奔向远方
”

（ 陆路交通的变迁 ） ，
理

解车轮发展演变及其对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
其

二
，

“

船舶驶向世界
”

（ 水路交通的变迁 ） ，
理解船舶

发展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其三

，

“

道

路通 向未来
”

（ 交通变迁的启示 ） ，
理解古代到近代

交通发展对未来交通可能产生的影响 。

（
二

）
立足理解 内 涵

，
确定评估证据

在逆向教学设计实践 中 ，
教师可 以立足

“

理

解
”

六个侧 面 的 内 涵
，
关注高 中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的达成度 。 以
“

车轮奔向远方
”

部分 内 容为例
，

教师可以将评估证据确定为 ：

其一
，解释 。 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理论知识论

证交通工具的发展变化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等 ；
学

生能够运用史料辅助解释历史事件 （ 史料实证素

养 ） 。 其二 ，
释义 。 学生通过 阅读教科 书 陆路与

水路交通发展概况 ， 表述其对车轮发展 的认知

等
；
学生能够运用相关材料解释历史事件 （ 历史

解释素养 ） 。 其三 ，
应用 。 学生能够正确 回答课

堂提问
，
如

“

车轮 的发展趋势
”

等
；
学生能够将所

学的某一历史事件正确定位到特定 的时间 （ 时空

观念素养 ） 。 其 四 ，
洞察。 从车轮初现 、西车东来

等角度分析车轮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间 的关

系 。 其五 ，
深人 。 学生 了 解京 张铁路 的设计者

“

詹天佑
”

，
能够从

“

詹天佑
”

的作为 中感受到 民族

感与责任感 （ 家国情怀素养 ） 。 其六 ，
自 知 。 学生

能够明确学习
“

车轮奔 向远方
”

部分 内 容的收获

与不足 。

（
三

）
应用分析工具

，
设计学习体验

设计学习体验是逆 向教学设计的最后一个环

节
，
也是重点环节 。 教师可以应用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工

具设计有利于促进预期 目 标达成的教学活动
， 并

从活动开展的时间 、 开展 的顺序两个方面合理地

组织教学活动
，
在优化学生学习体验的基础上发

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

１ ． 课前导学活动

设计课前导学活动
，
线上发布导学案

，
促使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 总 第 ６３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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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明确课程学 习 目 标 。 导学案 的 核心 内 容应

涵盖学习 目标与课前预习 任务两部分 内容
，
其中

学习 目标直接指 向学生应掌握的 内 容及程度 ，
如

学生能够叙述古代主要 的交通工具 、人工道路等

的基本情况 ， 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从不 同 的 角 度对

交通进步的成 因进行分析等 。 而预 习 任务则 侧

重于指引 学生 阅读教科书 ， 初步建构知识体系 。

具体到本节课 ，
预习 任务可 以设计为 ： 阅读教科

书 了解古代中西方水陆交通的代表性成就 、不 同

时代中西方的海洋探索成就
；
明 确工业革命后近

代交通发展的主要表现以及交通发展对国家 、城

市 以及信息传递所存在的影响 。

２ ． 兴趣吸 引 活动

设计能引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教学活动 ，
通过

师生交互的方式促使学生始终保持 良好的 积极

性
，
参与课堂学习 。 如在课堂教学初始阶段 ，

教

师以
“

长赐号
”

货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 的事

件导入新课
，
讲述因货轮搁浅而导致的运河堵塞

后果 ， 引 导学生思考运河堵塞影 响全球经济的原

因
，
在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直

观地感知交通发展对社会 的影 响 。 如教师于多

媒体屏幕上为学生呈现金字塔修建过程的 图 片

和苏美尔王朝的四轮战车 图 片 （ 图略 ） ，
引 导学生

对比两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不同之处 ，
促使学生 自

主总结 出 滚动运输 的便利性 。 再如教师用故事

教学法向学生 讲述京张铁路设计者詹天佑的个

人事迹
，
通过调节故事讲述的语气

，
搭配肢体动

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 帮助学生感知詹天佑的

家国情怀 。

３ ． 主题探究活动

设计能使学生经历知识建构过程 的 主题探

究活动 ，
通过小组合作探究 的方式促使学生 自 主

建构知识 。 如设置
“

水路交通 的变迁
”

探究主题 ，

教师将班级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 ，
要求各小组学

生在阅读教科书 的基础上绘制 帆船改进 的过程

图
，
并做好标注

， 完成过程 图后指派
一名 小组代

表进行汇报 。 各小组学生在探究的过程 中 能够

对教科书 内容做 出 初步梳理 ，
从帆船的动力 、船

身 、船帆 、风力 的运用等方面把握帆船改进的 整

体发展过程 ， 提升历史解释素养 。 再如设置
“

古

代交通的代表性成就
”

探究 主题
，
教师要求各小

组学生阅读教科书 ，
从东西方两个角度梳理古代

交通的代表性成就 ， 各小组学生通过探究能够明

确
“

条条大路通罗马
”

这一谚语的 由来 ，
明确 中 国

秦朝 、汉代 、唐代 以及元朝 的交通代表性成就 ，
发

展时空观念素养 。

４ ． 趣味竞答活动

设计有利 于优化学生课堂学 习 状态 的趣味

竞答活动 ，
以 集体竞答 的方式活跃课堂教学氛

围
，
丰富学生 的学习体验。 例如针对古代 中 国 的

水利工程 （ 芍陂 、都江堰 、郑国渠 、灵渠等 ） 相关知

识
，
从工程名 称 、 所属 时期 、 所属 流域 、 修建的 国

家与修建者 以及具体作用五个维度设置竞答 问

题 。 而后教师在多媒体屏幕上随机呈现竞答 问

题
，
由班级学生竞答 。 学生参与竞答活动 的过程

中能够熟记各个水利工程修建的具体时期 ，
自 身

的时空观念素养能够得到发展 。 同 时竞答活动

的开展有利于学生当堂 内 化古代 中 国 水利工程

相关知识 ，
为学生课后的复习巩固减轻压力 。

５ ． 随堂检测活动

设计有利于学生 明 确 自 身优势与不 足 的 随

堂检测活动
，
通过随堂习 题的呈现为学生提供 自

我评估的 契机 ，
学生可 以结合 习 题完成的效率 、

准确性等因 素评估本节课程 中 已 经全面掌握 的

内容和薄弱之处 。 例 如 针对教科书 中 陆路交通

的变迁部分内容设计习题 ：

据 １ ９０９ 年天津关报的报道 ，
出 口 土货一直都

是用 牲 畜 、
大 车和船 只 运 来天 津 ，

但是受 到 沿 途

的延误和遗失所影 响 ，
现在 虽 然 仍 旧 采取 以往的

方法载运 ，
却 可 以 自 产 地运至 张 家 口 或 丰 台

，
然

后 由 火 车运往本埠 ，

既减 少 了 延迟
，

又 降低 了 遗

失
，
京汉铁路与 京 张铁路的发展使得天津 的 经济

腹地更 为 广 阔 。 对此说法正确 的是 （ ）

Ａ ． 中 国 近代城市的传统交通工具 已经 消 失

Ｂ ． 铁路运输促进 了 城 乡 商 品 流 通进 一 步

发展

Ｃ ． 铁路沿 线地 区 的 自 然 经济 已经 完全解体

Ｄ ． 天 津 已 经 成 为 近代 中 国 最 大 一 个 商 贸

城市

学生在完成上述习 题 的过程 中需要结合所

学知识理解
“

２０ 世纪初期铁路的发展提升了天津

地区货物运输的效率 ，
扩大 了天津的贸易范围

”

，

解读题干所给出 的史料信息 ，
并在 四个选项 中选

择出正确 的选项 ，
所 以该习题一方面有利于学生

评估 自 己对陆路交通变迁部分 内容的学习情况 ，

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得到发展 。

■

Ｉ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
总第 ６３ ２ 期 ）



十ｆ惠丈 教 学 参 考

栏 目 主持人／韩迎迎 朱 能
＼ 素养聚焦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 问题探究式教学

〇 胡 娜 绳 华

问题探究式教学 中 教师 围绕关键问题进行

教学设计
，
建立起问题解决和学科素养之间 的联

系
，
引 导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科能力

，
提升

学科核心素养 。 本文以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

两

宋的政治和军事
”

教学为例
，
从

“

素养立意 ， 整合

教材
” “

问题引领
，
提升能力

”“

议题探讨 ， 培养思

维
” “

知史鉴今 ，
立意升华

”

等方面实践基于核心

素养培养的问题探究式教学 。

一

、 素养立意 ，
整合教材

课程改革提倡课堂教学变革 ，
这就要求教师

要善于突破教材的
“

束缚
”

，
从历史问题探究角 度

对教学 内 容进行再次发掘 ，
厘清逻辑

，
确定关键

问题 ， 合理地 、有创新性地对教材进行整合 ， 使历

史问题的性质 、特点 、意义等更为凸显 。

“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

共有 四个子 目
，

“

宋初

中央集权的加强
” “

边防压力 与财政危机
”“

王安

石变法
” “

南宋的偏安
”

，
各子 目 设置具有 内 在逻

辑
， 但是从学生 的认知来看 ，

很难理解其 中 的逻

辑和关系 。 教学时 ，
笔者 以

“

祖宗家法
”

立意 ， 将

每个子 目 的关键问题提炼 出 来
，
整合为

“

家法成

国法立
” “

家法循国危机
” “

家法困 国 自缚
”

。 整合

后的设计没有割裂教科书原子 目 间 的逻辑关系
，

并且进一步凸显历史逻辑 。 第一环节
“

家法成 国

法立
”

：北宋在晚唐五代历史教训 的基础上进行

制度建设
，
逐渐形成 了一整套的

“

祖宗家法
”

，
成

为宋代 治 国 理政 的基本原则
，
国 祚 延绵 归 功 于

此 。 第二环节
“

家法循 国危机
”

： 宋朝历代皇帝因

循家法 ，
统治 中期弊端丛生 ，

出 现 了积贫积弱 的

局面 。 第三环节
“

家法困 国 自缚
”

： 祖宗家法的变

６ ． 分层教学活动

设计能够满足学生个体差异 的分层教学活

动
，
通过问题的灵活应用帮助不 同学习 水平的学

生快速进人学习状态
，
理解教科书 内容 。 例如设

置简单问题提问班 内后进生
“

是什么使得蚌埠成

为安徽的交通 、军事 、政治 、经济 中心
”

（ 铁路建设

的迅速发展 ） ；
设置具备一定难度 的 问题提问班

内优等生
“

为 什么古代海洋探险无法大规模进

行
”

等
，
由此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课堂交互需求 ，

使课堂教学兼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
促进学生对教

科书 内容的理解 。

总体来看
，
逆 向教学设计在高 中历史学科 中

的应用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 能够较好地 引 起学

生的兴趣
，
对学生 的课堂学 习有着较大的帮助 。

同时
，
逆向教学设计可 以兼容较多的史料及教学

环节
，
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 实践中一线教师可 以

遵循逆 向教学设计的三个环节
，
结合具体的教学

内容确立预期的结果 ， 围绕
“

理解
”

的六个侧面 内

涵设置评估证据
，
利用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工具设计有

利于学生理解知识 的教学活动 。 据此设计 的教

学活动更有利于教师达成教学预期
，
兼顾教学评

价与学生的学习体验
，
具备推广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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