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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髓鼓纟＿ 巾＾她题教学
——以

“

全球航路的 开辟
”

为 例

〇 张 爽

２０ １ ９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新时代推进

普通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 》 ， 要求普通

高 中要积极探索基于情境 、 问 题导 向 的课堂教

学 。 面对国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 ， 情境教学和 问

题教学成了教育改革高度关注的着力点 。 《普通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

（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 》 ） 在
“

学业水平考试与命题

建议
”

中提出 ：

“

以新情境下的 问题解决为 中心 。

”

依托
“

学术情境
”

设计层层递进的
“

问题链
”

， 可 以

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 最终实现历史学

科核心 素 养 的 提 升 。 本 文 以 《 中 外 历 史 纲 要

（ 下 ） 》

“

全球航路的开辟
”

为例 ， 创设三个主题的

学术情境开展问题式教学 ， 在学术情境依托下的

问题式教学中 ，关注学生人文素养和思维能力 的

培养 ， 彰显历史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 。

一

、学术情境与历史问题教学

１ ． 问题式教学和学术情境的解读

《课程标准 》 在
“

教学与评价建议
”

中 指 出 ：

“

可 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运用主题教学 、 问题

教学 、深度教学 、 结构一联 系 教学等教学模式 。

”

问题式教学是新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要求 ，
日

本学者滕井崇认为 ， 学习 历史 ， 并不是增进对过

去事物的最近知识 ， 而是让他们具备对过去事物

引发更深一层思考的各种方法 。 养成人文社会

科学历史学式思考法
［

１

］
１

＿

２

。 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 ， 不是对历史知识的单纯记忆 ， 而是要

在分析历史问题的过程 中理解历史 ， 在唯物史观

的指导下分析历史 ， 在历史情境 中解读历史 。 问

题式教学 ，是培养学生历史学思考方法的有效手

段之一 。
２０ １ ９ 年 中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 明 确

提出要
“

重视情境教学
”

。 克罗 齐在 《论历史 》 中

说历史是流变的 ， 随着新材料的 出现和时代的变

迁 ， 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问题会有不 同看法 ， 在

教学中我们应选取学界对某一问题的最新观点 ，

或是对 同一问题的不 同观点 ， 提 出 相应 问题 ， 培

养学生的审辨思维和探究历史 问题的能力 。 随

着教育改革的深人 ， 问题教学和学术情境教学成

了 中学教学中最常用 、最有效的教学模式 。

２ ． 学术情境是 问题式教学的主要载体

教师要认识到 ，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 的实施 ，

都在一定程度上与 问题的提出 和解决有十分密

切的关系
［
２

］

。 问题教学与学术情境相互依存 ， 情

境是问题的载体 ， 在 《课程标准 》 中把问题式教学

中常见 的新情境分为 以下类型 ， 学习 情境 、 生活

情境 、社会情境 、学术情境等 ， 其中学术情境和学

术研究密不可分 。 学术研究是
“

提 出 问题一分析

问题一解决问题
”

的过程 ， 问题式教学 中 的 问题

都是在一定的学术情境 中产生 ， 在一定情境 中创

设 ， 情境的创设离不开史料和材料的运用 ， 学术

情境教学的材料来 自 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 基于

学术情境的问题式教学 ， 采用最新学术观点提 出

学生思考的 问题 ， 引 导学生发现问题 ， 运用历史

思维和方法分析问题 ， 最终能独立解决问题 。 依

托学术情境提出各种问题 ， 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学术思维 ，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构建有效的高中

历史课堂 ，最终达成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 目标。

二
、 学术情境的问题式教学实施

本文尝试利用学界关于
“

查士丁尼尝试绕过

波斯开辟新丝路
”

的最新学术成果 ， 提 出 相关问

题 ，让学生从整体上分析把握全球航路开辟的历

史连续性 ；通过与哥伦布相关的研究专著设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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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让学生感受英雄人物在历史进程 中 的作用 ；

通过学界对郑和航海 的不 同评价 ， 引导学生认识

到大航海是普通民众 的航海史 ， 让学生学会独立

评价中 国在世界历史大潮 流 中 的地位 。 最终达

成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 提升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目标 。

１ ． 围 绕 学 术情境 ， 从 历 史 整体 视 角 下 设计

问题

分析历史事件 ， 要追溯它 的历史根源 ， 否则

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理解与评价 。
１ ５ 世纪是地理

大发现时期 ，但我们不能仅从 １ ５ 世纪这一个时段

来理解全球航路的开辟 ，
１ ５ 世纪全球航路的开辟

是数个世纪积累的结果 。
６ 世纪拜 占庭皇帝查士

丁尼就曾试图绕过波斯 ， 开辟一条连接东西方的

新航路 。 只有追溯 １ ５ 世纪之前东西方交往史 的

概况 ， 才能从整体视角把握全球航路开辟的历史

连续性 。

材料 １４一６ 世纪波斯居 于丝路 中枢地位 ，

其势 力 范 围 遍及西 亚 、 中 亚 ，
统治 区 内 经 济和 治

安环境较好 ， 为 吸 引 从事 丝绸 贸 易 的 商旅 穿过波

斯境 内 ， 建立 了 许 多 商 站和哨 卡 ， 为 商旅提供很

多 修整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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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２横跨欧亚 大 陆 的 丝 绸 贸 易 ， 需要在

途 中 不 断地进行补给和 易 货 贸 易 ， 其 所经地 区 必

须是 自 然 环境 、 经 济条件 、 治 安较好 的 城镇和地

区 。 这使欧亚 大 陆 的 丝绸 贸 易 ，
主要是通过从 中

国 经 中 亚到 波斯的 陆路转运……波斯对丝路 的

控制和经营的 目 的 ，

一 方 面是要获得丝路 贸 易 的

税收
， 另
一方 面也是要将对丝路作为 钳制 拜 占 庭

的 经济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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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３双方在公元 ４０８
—

４０９ 年 达成 了 分

享 生丝 交 易 的协议 ，
确 定在 幼发拉底河西 岸拜 占

庭的 卡里尼库姆 （
Ｃａ ｌ ｌ ｉ ｎ ｉ ｃ ｕｍ

） 、 美 索 不达米亚 北部

波斯的尼西 比斯 （
Ｎ ｉ ｓ ｉ ｂ ｉ ｓ

） ，
以 及波斯所属 的 亚 美

尼亚 、 阿 尔塔沙特 （
Ａ ｒｔａｘａ ｔａ

） 等地开 办 集 市 、 建 立

双方的 生丝 交 易 场 所 ， 禁止在其他地 区进行生 丝

交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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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４汉朝和 罗 马 帝 国 在地球两 端 的 扩 张

战争 ， 那个 时候其 实
“

王 不 见王
”

，
全球联 系 虽 然

开始 ，
但还没那 么 密切 。 东 方和 西 方之 间 存在 着

一个 巨 大的伊斯 兰世界 ， 伊斯 兰世界作 为 中 间 商

赚取 了 大量的 差价 ，
欧洲 人一直想绕过伊斯 兰世

界 ， 直接和 东 方进行 贸 易 。



葛 兆光 《从 中 国 出发的 全球史 》

问题 ： （
１

）
６ 世纪 ， 拜 占庭皇帝查士丁尼 为什

么试图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

（
２

） 你认为 ６ 世纪和 １ ５ 世纪全球航路开辟

的根本动因有没有相似之处 ？

设计意图 ： 教 师 搜 集 和 整理 中 外 学 者 对该 问

题 的研 究 成果 ，
通过 补充公 元 ６ 世 纪 拜 占 庭 尝 试

开拓 新航路 的 学 术 史 料 ， 创 设 学 术 情 境 ， 将 学 生

带入一个遥远而 真 实 的 历 史 场 景 中 ， 使 学 生 能 够

身 临其境地感 受 到 那 个 时代 人 们 对 于 东 西 方 交

流 的 渴 望 和 迫切 ； 在 学 术 情 境 中 设 计 问 题链 ， 用

唯物史观分析对 比 ６ 世纪和 １ ５ 世纪开辟 新航路

的 原 因
， 学 生 能 更 深 刻 领 悟 到 不 同 历 史 时 段对全

球航路开辟原 因 的 相 似 性 ， 从历 史 整体视 角 审 视

和理解 ，
全球航路 开 辟 是 一 个连 续 的 历 史 过 程 ，

建立起东 西 方 的 直 接联 系 是 人 类 一 直 努 力 但 难

以 实现 的 目 标 。

材料 ５自 从君士 坦 丁 堡 作 为 拜 占 庭首都

后
， 黑海就 成 为 拜 占 庭 帝 国 物 资补给 的 重要通

道
，
西 部 和西 北 海岸 的蜂 蜜 、 谷物 ， 南俄草原 的 皮

革 ，

北部 森林 的 皮毛 ， 高 加 索 地 区 的奴隶等 等 均

由 黑海运至君士坦丁 堡 。

——

（ 美 ） 查 尔斯 ？ 金《 黑海史 》

材料 ６如通过 穿过黑 海 由 克里 米亚半 岛 上

岸 ， 或 经黑 海沿 岸 陆路至 南俄草原 ，
经 中 亚 ，

绕过

波斯 ，
抵达 中 国 ， 则 是

一 条 可 以 避 开 波 斯 的 丝

路……要开辟黑海新丝路 ，
就必 须要控制 科 尔 奇

斯…… 查 士 丁 尼 以 佩特拉作 为 与 科 尔 奇斯争夺

贸 易 利 益 的 据 点 。 这使黑 海 贸 易 商 们 不 能 再把

盐和其他拉齐卡人需要的 物 资运到 科 尔 奇斯 ，
而

是要先运到 佩特拉 ， 科 尔 奇斯人再到 佩特拉 ，
从

拜 占庭人手 中 高 价 买 回 。 约 翰 由 此成 为 黑 海 东

部唯一 的 日 用 品 零 售 商和 商 业监督官 员 。 拜 占

庭此举严 重损 害 了 科 尔 奇斯人的 经济利 益 ，
以 致

于科 尔 奇斯人转而 寻求波斯人的 武 力 支持 ，
企 图

将拜 占 庭人赶 出 科 尔 奇斯……查 士丁 尼 企 图 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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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波斯 ， 开辟 黑 海新 丝路 的 努 力 ， 最终 变 成 了 其

与 波斯为 争夺黑 海战略要地科 尔 奇斯的拉锯战 。

张爽 、 薛海波 《 丝路视域下 拜 占 庭 、 中 介

民族与 中 国 关 系研究 》

材料 ７拜 占 庭想要通过非 洲 的 阿 克 苏姆王

国 开辟一 条通往红海 的 新 丝路。 但 阿 克 苏姆王

国 无论从地理优 势 （ 波斯 帝 国 陆地 与 印 度接壤 、

海路经波斯 湾 直抵印 度 ） ，
还是海上 力 量都 无 法

与 波斯相抗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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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
３

） 上述材料表明 ， 查士丁尼对新航路

探索的结果是什么 ？

（
４

） 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

设计意图 ： 通过 展 示 中 外 学 界对该 问 题 的 学

术研 究 材料 ， 创 设 学 术 情境对 ６ 世 纪 拜 占 庭 皇 帝

对新航路 的探 索 和 １ ５ 世 纪全球航路 的 开辟进行

对 比 ， 理解 为 什 么 只 有在 １ ５ 世纪全球航路开辟 才

能取得成功 。 学 生 的 思 维 在 问 题 的 引 领 中 ， 逐 步

深入 ， 不 局 限 于 历 史 教 材 的 表述 ， 而 能 够 对全球

航路开 辟 的 原 因 形 成 自 己 的 思 考 和 认 识 。 从 而

更深刻 地认识 到 ，

１ ５ 世纪 全球航路开 辟对人 类 的

意 义 ， 它 是 人 类 历 史 的 转 折 点 ， 是 人 类 从分散 走

向 整体 的 重 要 节 点 ， 从此 人 类 可 以 到 达地球上任

何一个想 去 的地方 。

２ ． 展现学术情境 ， 搭建问题探究的平 台

一个好的历史老师一定是会讲故事的老师 ，

教学中要设计问题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 但不能

忽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 在故事情境 中提 出来 的

问题更能引发学生 的共鸣 ， 培育他们的情怀 。 故

事情境的素材应该来 自 学术专著 ， 这样才能把最

真实 、最准确 的历史事实和 历史情境展现给学

生 。 在教学 中 可 以 利 用 学术专 著创 设学术 情

境 ， 让学生身临其境感悟在 ５ ００ 多年前全球航路

开辟 中一个 又一个航海家 的故 事 ， 把枯燥无味

的历史路线 图 ， 变成在惊涛骇浪 中 ，

一个个年轻

人实现 自 己 梦想 的航海故事 。 教材 中提到 了 四

位航海家 ， 哥伦布是众多航海探 险家 中 比较 突

出 的一位 ，关于哥伦布 的专著和史料较多 ， 教学

中 以哥伦 布 为例 ， 通过哥伦布为探索新航路的

种种付 出 和 面对 的舆论和 心理压力 ， 带领学生

走进 １ ５ 世纪 ， 把一个个历史事 实叙述 ， 变成一

个个活生生 的人物 为 开辟新航路而努 力 的 画

面 ，从中感悟历史进程 中 英雄人物 的推动作用 ，

涵养家 国情怀 。

材料 ８哥伦布 出 生 于一 个毛纺 织 家庭 ，
父

亲是熟 练 织 工 ，
以 前他没受 到 过什 么 教 育 ，

他是

一个贫穷 的 小伙子 ，
白 皮肤 、 红 头发 ，

一个梦想连

篇 的青年 。 他来到 葡 萄 牙后 ， 为 了 实现 自 己 的 理

想……他的地 图 绘制 十 分 熟 练他如饥似 渴

地想 学 习 每一件 事物 ： 葡 萄 牙语文 、 卡斯 蒂 利 亚

语文 、 远航水手语言 、 读 古 老地理著作 的拉丁 文

本 、 掌握天体导航术的 天文 学和数学 、 造船 学 、 帆

缆装配 方 法等 ，
而 最重要的 则 是探险和发现 ；

他

也正好待在能够教他学会这一切的人群 中 间 。

——

（ 美 ） 莫里森 《哥伦布传 》

问题 ： （
５

） 当时很多西欧人无一例外都对遍

地是黄金的 中 国无限 向往 ， 无数航海家为此付 出

了生命的代价 。 哥伦布 只是众多探险者 中 的一

位 ，他为实现理想付出 了哪些努力 ？

设计意 图 ： 通 过 结 合 学 术 专 著 内 容 ， 精 选 学

术专著 中 的 片 段 ， 来 创 设 学 术 情境 。 通 过 整 理著

作 中 哥伦布 的 经 历 ，
让 学 生 重 回 历 史 情 境 中 ， 感

受哥伦布 的 坚 韧 与 毅 力 ， 强 调 个人在 追求 梦 想 的

过程 中 ， 坚持 不 懈 、 勇 于探 索 等 品 质 的 重 要 性 ， 以

培养 学 生 的 意 志 力 和 责 任 感 。 通 过这 样 的 学 术

情境展现 ， 激励 学 生 在 面 对未来 挑 战 时 能 够 勇 往

直前 。 激发 学 生 共 情 能 力 ，
让 学 生 体会 到 历 史 课

堂 的 温度和 人文 关 怀 。

材料 ９女王的顾 问 官们认为 西航去 印度能

做到 吗 ？ 在 那 个 时候王 国 政府担 负 得起这笔 经

费 吗 ？ 随后 五年或 六年是哥伦布 生平 最艰难 的

一个 时期……他要说服那 么 多 自 以 为 什 么 都懂

其 实什 么 都不 懂的 人 ， 要耐心地 回 答许许 多 多 既

不 了 解他更不 尊重他的 人的疑 问 ，
还要听一 些令

人痛 心疾首 的 带侮辱性的 闲 言冷语 １ ４ ８５ 年

和 １ ４９０ 年 间 为 了 收集弹 药 和 专 家们 再作一 次较

量 ，哥伦布对古代和 中世纪
一些地理方 面 的权威

著作进行过彻底的 研究 。 哥伦布 所 有 书 籍 中 有

四部还保存 下 来 它 们是 用 各种 不 同 的 笔和

各种 不 同 的 墨 水写 的……哥伦布 曾 经从头 到 尾

反复地读过这些 书……大概是在这一年后半年 ，

委 员 会
“

断 定哥伦布所许诺和提供的 东 西 都是办

不 到 的 ，都是空谈 ， 应该 予 以 否 决 。

”

——

（ 美 ） 莫 里森 《哥伦布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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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
６

） 在哥伦布寻求西班牙支持的艰难

过程中 ，你有什么感悟 ？

设计意 图 ： 教 师 通 过 阅 读 学 术 专 著 ， 提 炼 学

术观 点 和 材 料 ，
还 原 哥伦 布 寻 求 支 持 的 历 史 情

境 。 他 为 了 寻 求 西 班 牙 资 金 支持 在 西 班 牙 等 待

六 年 半 的 时 间 ， 在这 期 间 ，
西 班 牙 王 室 委 员 会 不

断对他 的 想 法进行驳斥 ， 他 要 阅 读 大 量 的 书 籍 去

找 出 相 关 证据 对 王 室 委 员 会 的 反 对 意 见进行 反

驳 。 教 师 围 绕 学 术 情境提 出 问 题 ， 让 学 生 感 悟航

海家们 非凡 的 勇 气 与 智 慧 ， 在航海 家寻 求 支持 的

经历 中 ， 引 起 学 生 的 情感 共 鸣 。 在 航海 家航海过

程 的 体验 中 ， 请 学 生 自 主 发 表 观 点 、 培 育 学 生 的

历 史表达 能 力 ， 培 育 核心 素养 。

材料 １ ０哥伦布的 一 个朋友对女王 申 明 ，
这

桩事业是对他的教会的地位的 抬 高 ，
且不说它 将

大大 地 扩 大 女 王 的 领 域 和 提 高 王 室 的 声 威

了
……如果是考虑钱的 话 ，

他愿 意 自 己 筹款装备

这个船 卩人 关 于 第
一 次 西航 用 费 的 确 切数 字

已 不 可能得到 ， 但是根据各种线 索 和迹 象估计 ，

总数大概是二 百 万 马 拉维迪 （ 约 １ ４０００ 美 元 ） 。

伊莎 贝 拉 曾 打算把她 的 王 冠上 的 珠 宝 换钱……

桑坦赫 尔 向 库 里借 支 了
一 百 四 十 万 马 拉 维 迪 ３

哥伦布在这桩 事 业 中 自 己 筹措 了 二十 五万 马 拉

维迪…… 不足 的 数 目 大概是桑 坦赫 尔 从他 自 己

的 账上或从 阿拉贡 国 库预 支的 。 总数 两 百 万 马

拉维迪还不 包含 工 饷工饷数 字每 月 达到 二

十五万 。

——

（ 美 ） 莫里森 《哥伦布传 》

问题 ： （
７

） 西班牙王室委员 会为何会拒绝哥

伦布的请求 ？

设计意图 ： 教 师 通过 学 术 情境 重 现哥伦布 寻

求 西班 牙 的 资金 支持 时 遇 到 的 重 重 困 难 ，
让 学 生

体会到 成功 与 个人 的 努 力 和 坚持 密 不 可分 ， 而 且

要付 出 常 人难 以 想 象 的 努 力 ， 以 此来 涵 养 学 生 的

家 国 情 怀 。 教 师 将其 个 人经 历 与 当 时 的 时 代 背

景 相 结 合 ， 并 展 示 出 具体 的 航行花 销 数 据 ， 说 明

开辟全球航路还 需 要 强 大 的 经 济 实 力 和 后 勤 保

障 。 让 学 生 直 观地 感 受 开 辟全球航路 的 种 种 不

易 ， 以 及作 为 先行者 的哥伦布 的 勇 气 和毅 力 。

３ ． 精选学术情境 ， 设计开放性问题

材料 １ １明代 中 国 在郑和 的 影 响 下 ，
无数的

海上商人一波波地赴 东 洋 下 西 洋 ， 在环 东 海 南 海

的 吕 宋 、 马 六 曱 、 苏 门 答腊 、
加 里 曼 丹 、 爪哇 ， 遍布

华人的 足迹。 大批 沿 海地 区 的 中 国 人也 陆 续 迁

到 海外 ， 形 成 海外华人群体 ，
这是有 史 以 来 最 大

规模的 海外移 民 。 当 然 ，
这些海外华人不 一 定都

跟郑和下 西 洋有 关 系 ，
但是郑和好像成 了 他们 的

一个象征 ，
历 史 、 宗教 、 商 贸 、 家族 ，

似乎什 么 都 可

能跟郑和扯上 关 系 。 至 今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 泰 国 、

柬埔 寨 等地 ，
还有很 多 祭祀郑和 的 庙 ，

这无形 中

成 了 华人在海外努 力 谋生 的 一种 支撑 ，

一种精神

力量 。

这些普通 民 众他们 才 是全球 史 的 真 正

主体 。



葛 兆光 《从 中 国 出 发的 全球史 》

问题 ： （
８

） 虽然 明朝前期一百多年仍然实行

海禁政策 ，但明代 中叶开始 ， 我 国东南 、华南沿海

民众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 ， 你认为这一时期普通

民众下东洋 、下南洋和郑和有关系吗 ？

（
９

） 基于 以上认识 ， 你对郑和航海与普通 民

众航海怎么看 ？ 请拿出你的证据 。

设计意图 ：

“

下 南 洋 的 普 通 民 众 才 是全球 史

的 真 正 主 体
”“

郑 和航 海 也 是 民 族 交 融 的 一 种 体

现
”

是 葛 兆光先 生 在 《从 中 国 出 发 的 全球史 》 中 的

最 新 观 点 ， 通 过 最 新 的 学 术 观 点 创 设 情境 ， 提 出

对郑和 下 西 洋 意 义 的 重 新 审 视 ，
让 学 生 在 学 术 情

境 中 思考 、体会
“

郑 和 的 航海对 民 间 航海 的 推 动 ，

把英雄人物 的 航海 史还给 民 众 ， 同 时体会 到 郑 和

航海船 员 成分 的 组 成 也 是 民 族 交 融 的 体 现
”

。 葛

兆光先 生 的 新观 点 对 于 教 学 启 示 极 大 ， 围 绕该 学

术情境提 出 两个 问 题 ， 润 物 细 无 声地培养 学 生 用

唯 物 史观分析历 史 问 题 ， 多 角 度评价 郑 和航海 的

意 义 ， 这样 的 问 题 设 计 ， 打破 了 以 往 学 界对 郑 和

航海 意 义 的 分析 ， 给 大 家 展 示 了
一 个 郑 和航海 意

义评 价 的 新 视 角 。 围 绕 这 个 问 题 ， 步 步 设 疑 启

思 ， 培 养 学 生 历 史 审 辨 思 维 ， 教会 学 生 用 历 史 方

法分析 问 题 ， 培养 学 生 的 历 史 学科核 心 素养 。

学习历史 ，并不是增进对过去事物的最近知

识 ， 而是让他们具备对过去事物引 发更深一层思

考的各种方法 。 养成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式思

考法 。 本课依据这一观点创设学术情境的 问

题教学 ， 旨在让学生不仅 了解历史事件和基础知

识 ， 更能够从历史事件 中汲取智慧 ， 形成历史学

习 的方法 。 传统的教学模式深受凯洛夫教学理论

２０２５ 年 第 ４ 期 （ 总 第 ６２８ 期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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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冯丽珍 韩迎迎

基于 内容主 旨与 目關髓化舯《？作业设计

〇 熊文博

自 ２０２ １ 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
“

双减
”

政

策以来 ，

“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 发挥作业诊断 、巩

固 、学情分析等功能
” “

鼓励布置分层 、 弹性和个

性化作业 ，坚决克服机械 、无效作业
”

已 成为基础

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 相关教育教学指导部 门对作

业设计 ，特别是对单元作业设计的重视程度也有

了 明显的提高 。

一般来说 ， 单元可 以分为两类 ：

一是 自 然单元 ， 在高 中历史教学 中表现为统编历

史教科书确定教学内容及要求的
“

单元
”

；
二是重

组单元 ， 即依据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 内容 ， 对教

科书的教学 内 容及要求做 出 重组构成的
“

新
”

单

元 。 实际教学过程 中也可从课型角 度分类 ， 即 所

谓新授课与复习课的区分 ， 笔者以 为新授课一般

以 自 然单元 为基础 ， 复 习 课一般更接近重组单

元。 笔者领衔的上海长宁 区跨校 团 队参加 了上

海市教师教育学院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

室 ） 主办的 ２０２３ 年上海市 中小学单元作业设计比

赛 ，并有幸获得一等奖 。 下文 以复习课的单元作

业设计为例 ，具体介绍基于 内容主 旨与 目 标的情

境化单元作业设计基本流程 。

的影响 ， 这种理论强调知识的教学和记忆 ， 而非

学生的主动思考和探索 。 当下应 当积极追 随课

程改革的脚步 ，调整教学理念 。 因此 ， 在
“

全球航

路的开辟
”

教学设计 中 ， 教师要依据课标和教材

内容 ， 通过精选学术材料 ， 创设学术情境 ， 生动地

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 围绕学术情境的主 旨设计

问题链 ，
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视角 引 导学生逐步

深人思考 。 在历史教学 中 精选学术情境设计的

问题式教学 ， 让学生学会历史思维 的方式方法 ，

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源 自 学生 自 身对问题的探

究 ，
也依赖于教师精选的学术材料设计的探究问

一

、 明确单元 内 容主 旨 ， 为作业设

计树
“

魂
”

单元内容主 旨是单元教学的
“

灵魂
”

，作业作

为教学的一个必备环节 ，也必须在单元内容主 旨的

引领下进行设计。 因此 ，科学凝练单元内容主 旨成

为一切工作的先导 。 笔者所在的参赛团 队审慎地

研究了课程标准关于选择性必修 ２ 的内容要求 、教

科书单元导言 、子 目 逻辑以及教科书文字和配图 ，

通过从宏观到微观的文本明示和暗示 ， 明确单元作

业设计中所涉及课程内容的边界及掌握的程度 。

在此基础上 ， 笔者将本单元置于高 中历史统

编教科书的大视野下进行梳理 ， 寻找适合与教科

书其他内 容进行勾连 的 角 度 ，

“

侧重单元下各课

之间 ，或是多个重大历史 内容之间逻辑关系 的整

体梳理与核心提炼
”

［

１
］

， 从而起到 以单元教学 内

容为切入点 ， 带动高 中必修与选择性必修协 同复

习 的效果 。 本单元相关 内容散布于全部五本教

科书 中 ， 涉及古今 中外各个时段和地区 ， 庞杂且

散乱 。 构思教学 内 容时 ， 如果盲 目 求全求细 ， 没

题 ， 这就是 问 题教学法与学术情境创设 的 意义

所在 。

［
１

］ 藤井 崇 ， 青谷 秀纪 ，
古谷大辅 ， 等 ？ 论点 ？ 西 洋

史 学 ：

一本掌握 ！ 横跨世界五 大洲 的 历 史 学 关

键课题 ［
Ｍ

］
． 新北 ： 台 湾 商务印 书馆 ，

２０２３ ．

［
２

］ 黄牧航 ． 谈高 中课程改革 背 景 下 历 史教材处理

的 三个层次 ：
以岳麓版 《 历 史 必修 Ｉ 》 第 三单元

为 例 ［ Ｊ ］
． 中 学历 史教学 ，

２００５
（
３

）
．

（ 作 者 地 址／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教 师 教 育 学 院 ，

２ １ ００９７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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