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彳耆液次 教 学 参 考
—

＼ 人 教走廊
Ｉ栏 目 主持人／李伟科

【 人教走應 ？ 开栏闺 】 我们生活的世界 ，
纵看是 历 史

，
橫看是社会 。 故历 史敎

育
，

实 即服务于我们生活与人生的敎育 。
人民敎育 出版社历 史室与 本刊编辑部合办的

专栏
“

人敎走廊
”

，
亦即

“

借助历 史进行人生敎育的走廊
”

，
旨 在围绕人敎版历 史敎

＇

科书
，
用 全新的理念

、 开阔 的视 野、 鲜活的思想
、
有效 的办法

，
来解析内 容

、
设计敎

学
、
实 施课程 、

反思敎学 、 评估学 习
……

“

人敎走廊
”

应 是 多 姿 多 彩的
，
编 、

读
、

敎 、 学诸 方同仁 ， 漫步其 中
，
撰稿参与

，

阅读思考
，
交流协 商

，
互动互助

，
广益敎

学
，
对理解历史 、

感悟人生 、 服务生活发 生积极作用 ， 乃专栏之最大愿望矣 。 １胃％

“

整体认知
”

视角下的教学设计探索
——

以人教版
“

开辟新航路
”
一课为例

〇 卢登喜

所谓
“

整体认知
”

，
就是将若干对象 （ 或单个客 但相互之间 的关系密不可分 ，

存在着必然 的 内在逻

体的若干成分 ）按照
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一个有机 辑关系 。 基于

“

整体认知
”

进行历史教学设计
，

不仅

统一体
，
并通过感知觉等形式反映 出其内在要素 间 可以培养学生

“

整体认知
”

的思维方式
，
还可以深化

相互联系的过程。 从一定意义上说
，

“

整体认知
”

是 学生对历史知识与规律的认知理解 ，
对提高学生历

以发展与深化思维 品质为 目标
，
以提高宏观掌控信 史学习 的能力也大有裨益 。

息能力为 目 的的
一种心理活动过程。 就历史而言 ，

任何历史都不可賴立着在
，
赌赌相Ｍ

响 、相互作用 的结果 ，
虽然诸要素有区别 、 有 侧重 ，

高中历史教科书以
“

模块
”

加
“

专题
”

形式呈现 ，

学 习西方文 明这样
一个复杂 的历史运动 。的问题 。 教学中引 用这段材料时 ，

应 引导学生深人

《鸦片贸易史 》
一

文 中 的
一

段文字在我们的教理解。 片段化、低幼化 ，被肢解 、被随心所欲地使用

学 中被常常使用。材料只能令我们远离对真相 的思考。

中 国 皇帝为 了 制 止 自 己 臣 民的 自 杀行为
，

既禁马克思关于 中 国 问 题的论述 大部分集 中 于

止外 国人输入这种毒品 ，
又禁止 中 国人吸食这种毒１ ８５３

—

１ ８５９ 年间 ，收录于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 马

品
，
而 东 印度公 司 却迅速地把在 印度种植鸦 片 以及克思恩格斯全集 》 。 翻 阅书籍或从网络下载文章都

向 中 国私卖 鸦 片 变 成 自 己 财政 系 统 的 不 可分割 的很方便。 如果将这些文章理解为
一

位历史 时代 的

部分 。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 则 ，
而文 明人却 以发财

“

当时人
”

，

一位 ３５
—４０ 岁 的学者 、记者对 当时世界

的原 则 来对 抗。

一个人 口 几乎 占 人类 三分之
一 的风云的记录并发表历史观点 ，这些文章对今天的 我

幅 员 广 大的 帝 国 ，
不 顾时 势 ，

仍 然安 于现状
，
由 于被们 ，

不是一份很好的研究资料吗 ？

强 力排斥 于世界联 系 的 体 系 之外而孤立无依 ， 因 此重新学习马克思关于 中 国问题的 七篇文章 ，反

竭 力 以 天朝尽善尽美的 幻 想来欺骗 自 己 ，
这样

一

个思为什么在我们 的课堂、

？

我们 的历史教学 中 ， 会容

帝 国 终于要在这样
一

场殊死的 决 斗 中 死去 ， 在这场易被某些耸人听闻 的话语吸引 ： 是不是我们缺乏对

决斗 中 ，
陈腐 世界的代表是激 于道 义原 则 ，

而 最现基本的材料进行系统的阅读 、 思考 ，
也就缺乏考辨

代的 社 会 的 代 表却 是 为 了 获得 贱 买 贵 卖 的 特的能力 ，
拿来

一

些似乎
“

与众不 同
”

的 观点 摆上课

权——这的确是一种悲 剧
，
甚至诗人的 幻想也永远堂 ；将课堂当作舞台

，
以

“

吸引 眼球
”

为亮点
，
是不是

不敢创 造 出这种 离 奇的悲剧题材。对历史教学有些随意了呢 ？

这段材料蕴含着历史进程 中一系 列值得深思（作者地址／北京市朝阳 区教育研究 中心 ，
１０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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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凸显 了历史知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 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

特征
，
但对缺乏

“

整体认知
”

思维习惯的 中学生来必然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合乎规律的

说
，还是稂难通过模块与模块、专题与专题、课与课 确定不移的趋势。 新航路开辟这一历史事件的内

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 ，通过在必然性表现在 ？

？ 它是 １５ 世纪前后西欧国家商品经

学习增长历史见识与发展其社会经验。 就人教版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出 现的必然结果 ， 因为经

必修 ２ 第二单元
“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济发展需要更广阔 的外部市场和更充裕的货 币

展
”

的主题与架构而言 ，从
“

开辟新航路
”

到
“

第二次需求。

工业革命
”
一共四课 ， 课与课的逻辑设计 自然而顺偶然性是事物联系和发展 中并非必定如此的

畅 ，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共同不确定的趋势 ，但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起奢加速或

构成了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三大具有划延缓的作用 。 联系新航路开辟 ， 当西欧经济发展 、

时代意义的事件 ，共同呈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渴望黄金 的时候
，

一本 《马可 ？ 波罗行纪》横空 出

成的完整画卷。 就
“

开辟新航路
”
一课的内容与呈世 ，再次勾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 向往

；
恰在此时 ，奥

现而言 ，整体布局简约 、 明晰
， 通过

“

东方的诱惑
”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路 ，迫使欧洲人

“

新航路的开辟
”“

走向会合的世界
”

三个子 目叙述开辟新的航路。

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过程及其影响 ，
交代了一个２ ．


“

可能性与现实性
”

原理——可能性向现实

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体现了—个童大事件的整体性的转化需要合乎发展趋势的主、客观条件。

架构。 毫无疑问 ， 如何从历史学习的角度设计
“

开必然性要经历 由 可能性 向现实转化的过程。

辟新航路
”
一课教学 ， 引导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需要

一定的条件 ，没有一定

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
， 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和的条件 ，可能性依然故我 ， 是不会向现实转化的 ， 因

方法对历史与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
是一个值得不为在事物发展进程 中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趋势 。 那

断探索的实践性问题。 我的做法与思考是 ：
以

“

整么 ，开辟新航路在那样一个时代是否具有可能性

体认知
”

的视角
，
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高度对本单呢？ 从主观条件看 ， 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

元知识体系进行构建 ， 帮助学生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为获取更多利益 ，支持海外探险活动
；
教会也鼓励

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的整体印象。

“

资本主义世界市教徒去东方传播天主教 。 从客观条件看 ， 欧洲生产

场的形成和发展
”

单元着重介绍 了世界资本主义经力的发展 ，具备了 

＾

定的物质条件 ；
造船 、航海技术

济的发展史 ，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
“

市场
”

。 基于这的进步 ，加上中 国指南针的传入 ， 为远航创造 了条

样的认识 ，我围绕
“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

这一关键概件 ；地理知识的增长 ， 也为远航提供了理论指导与

念
，
整合与呈现新航路开辟 、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支撑。

业革命三大
“

原动力
”

，帮助学生形成相互联系 、相３
． 基于哲学原理构建小结图直观呈现影响新

互促进的三段式课程学习理路。航路开辟的诸要素及其关系 ，说明开辟新航路的背景。

新航路开辟
１

￣＊

｜

早期 殖民扩张

￣

雏形 出 现

￣￣

｜牙 广

必然 性
）

１ １Ｉｇｌ

ｘ业革命 Ｈ 新一轮扩张 Ｈ＊本形成
Ｉ｜

供然性
ＵＳ土

波

／《Ｓ ＳＳｆ ｔ

第二次工业革命 — 疯狂扩张 ― 最终形 成景 〖 可能性
＾

？ 主观条件 ｛传播宗教袁

ｒ，ｕ观条件
（ｔｓｔｍ

［教学设计与思考 ］二、新航路的开辟

―

、东方的诱感从学生学习的角度看 ， 这一子 目 的 内容不难 ，

新航路开辟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 ，其发生 关键要有较强的地理空间概念与地理读图能力。

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用普遍联系的
“

整体 从
“

整体认知
”

视角看 ，形成
“

世界在我心中
”

思维方

认知
”

思维来把握教学内容 ，
以哲学原理统领整个 式十分重要 ，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大有帮助。

教与学的内容和过程 ，可以提髙学生对新航路开辟 １ ．宏观把握地理位置
——用好《新航路开辟示

背景的全面而理性的认识 。意图 》 。

ｉ ．
“

必然性与偶然性
”

原理
——新航路开辟是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世界相对孤立的状态 ，人

４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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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认知的范 围不断扩大 。 从历史空 间看 ，新航路开 具发散性与深邃性 。

辟涉及几大洲和几大洋 ，
对照 《新航路开辟示意图 》黄邦和等主编的 《通 向现代世界的 ５００ 年 》 中

讲述 ，帮助学生 明 确欧洲 、非洲 、 美洲 、亚洲 和大西有这样一段话 ：

“

由于新航路的开辟 ，
东西两半球的

洋 、太平洋和印度洋地理位置 ，建立历史时空意识 ，不 同文化圈 的大汇合 ， 加速了人类从传统农耕文 明

指导学生在草稿纸上尝试描绘几大洲 ， 强化其空间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 的过程… … 没有美洲 贡献的

感 ，为了解与掌握新航路线路的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大量金银与物质财富 ， 没有 北美的 自 由 移 民垦 殖

区
，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 展将会缓慢得多 ，

英 国也不

可能成为发动工业革命的 国家 ，
同 时在旧大 陆也很

－＼Ｓ
ｆ

－
＂

 ■

＞
■ －

． ：

＊＇

．

ｉ
ｆ＃

^

，难 出现像美利坚合众 国那样 的 自 由 资本 主义试验

，
ｕ场地。

”

体现 了全球史 观 （ 又称整体史观 ）
和现代化

？．
？？

＊＊

ｔ史观对新航路开辟影响的历史评价 。

１
． 全球史观。

“

东西 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 的大

＾
；

汇合
”

是全球史观 （整体史观 ） 的基本认识 。 全球史

、
＊＊＊ ＜ ：

＃

 ＝／
．

，

观对新航路的开辟是充分肯定 的 ， 认为新航路开辟
Ｘ

：：是各地文明会合交融的 开始 ， 由此而结束了 世界各

：ｉｌ
■地相对孤立 、 彼此闭塞 的状态 ， 加强 了世界各地区

之间联系 ，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 出现。 新航路开辟
２ ＿

—定雛上成为人麵史的转折点 。

位舶：

＇

海家及 航海线
＿２ ． 现代化史观。

“

加速 了人类从传统农耕文 明

＾
合语言表述进行从整体到局 部的展示 ，

并用
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 的过程

，
，

是现代化史观对新航
笔在示意图上勾勒每条航线 ，

使学生从听觉 、 视觉
路开辟评价的基本观点 。 新航路的开辟在某种程度

和知觉多方面领会知识 、加深认识
，
强化学生对每

上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条航线的标志性区域和地点的印象 ， 如起始地点都的起点。

“

商业革命
”

和
“

价格革命
”

加速了欧洲封建

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 迪亚士航线 ： 非 洲西海岸
一好 制度的衰落和解体 ，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后来英

望角 ；哥伦布航线 ： 大西洋一加勒比海地区 ；达 ？ 伽国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 ，得益于新航路开辟后 ，

马航线 ： 迪亚士航线 ： 印度
；
麦哲伦舰队航线 ： 大西广大被殖民地区对欧洲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洋一麦 哲伦 海峡一太平洋一菲 律 宾群 岛一印 度３ ． 革命史观。 仍是我们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现

洋一大西洋 。象的标准之一
，
其基本观点是 ，新航路开辟后 ，美洲

３ ． 梳理 、归纳进而列表小结从整体上把握新大陆的发现加强了
“

两个世界文 明汇合
”

，
但殖民

历史 ，在理解的基础上加深对具体历史知识的记忆。扩张与掠夺给美洲人民带来 了深重 的灾难 ，从而拉
￣ ￣

｜

时 间＾｜

耕雜大 了美洲和欧洲的差距 ，

“

使两个大陆之间 的距离


更加遥远了
， ，

。

迪亚士１ ４８ ７ 年 沿 非 洲 西 海岸 南行好望 角

哥伦布１ ４９２ 年 向 西航行横渡大西 洋 美 洲 大陆【课堂教学检测 】

＾沿迪亚士航线
，， ｗ＋ １ ．（

２０ １５ 年高考广东卷第 １ ９ 题 ）

一位哥伦比亚
达 ． 伽马１ ４９７ 年到达印度

绕过好望 角学者在
“

纪念美洲发现
——

两个世界文明 汇合 ５００

測二 大： 洋
一

；Ｓ 洋」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上说 ，

“

黄金和 白银的作用 只

麦哲伦船队
＆，环球航行是使两个大陆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了

”

。 由此可知


 １—ＪＩＡ ． 该学者关注殖民掠夺的后果

三 、走向会合的世界Ｂ ．
“

两个大陆
”

指的是美洲和非洲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是本课学习 的难点 ，也是学Ｃ ． 黄金和 白银阻碍 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术界争论较多的历史 问题 ，
还是高考命题比较重视Ｄ ． 该会议讨论的是英国人登陆美洲 的意义

的知识点 。 从
“

整体认知
”

的视角设计教学 ， 用多元２ ． 基于
“

整体认知
”

视角 比较新航路开辟与郑

史观进行解读
，
帮助学生辩证而多角度理解与认识和下西洋的异同 ，分析新航路开辟对中 国的影响 。

新航路开辟的深远影响
，
使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更（ 作者地址／江 苏省 南京市栖霞 中 学 ，

２ １００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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