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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探索】

摘要：本文主要结合教学实际和总结反思，对人教版高

中历史必修②第 12 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课堂教学建

构进行探索。通过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课堂整个过

程的建构，探讨在高中历史教学重要历史概念在教与学中的

重要性，引导学生对历史概念的掌握和理解，以及在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问题意识和因果联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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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总结和反思

在过往的历史教学中，我更多注重的是知识的讲述以及

基本的历史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很少更深入地去注重“历

史概念”的准确讲述，其实自己在授课过程中已经比较有意

识地注重“历史概念”澄清，对于每节课当中出现的一些重

要历史概念做出了相关查询并运用在自己的教学实际中，但

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推敲是不全面的或

者说是肤浅的。恰逢前段时间参加优质课，我对人教版必修

②第 12 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再熟悉课文到精心备

课到创新点的提炼，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更加深深意识到

高中历史教学教师在教学中明晰“历史概念”对学生理解一

些重要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以及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问题

意识和因果联系意识的重要性。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课堂教学建构的探索

鉴于以往的教学经验，在本课的课堂教学建构中，我注

重以下几点：（一）、教学中注意事项：概念理清、理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了解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及相

关内容、认识改革不断深入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变革

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二）、思路设计出发点：

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和学生课后掌握情况的反馈，反思本课教

学中有哪些理论性概念需要讲清楚，从而使学生对本节课内

容有比较清楚的逻辑因果关系上的透彻的了解和理解。

以下是我对本节课课堂教学建构的设计和探索

课堂导入：问题导入——从课文题目涉及的概念入手：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

经济？为什么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实现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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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认真筹划了以下全班性的活动：

1. 邻班合作，举办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比赛。

[ 活动后反思：在篮球比赛中，主力球员之一竟然是我班

持久不变的经常旷课的男生。当老师们谈到他，总是无可奈

何地摇头、叹气，因为他的学习任务似乎永远也完不成，上

课千万别提他问题，因为他除了垂下脑袋，就是一双眼睛迷

茫地望着你；他从不吵闹，即使老师指责、批评，也是一副

没有阳刚之气的模样。就是这样一个被老师们认为“烂泥扶

不上墙”的学生，竟然驰骋球场，英姿飒爽，博得老师、同

学阵阵喝彩。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还要组织篮球比赛，

一定要给他展示的机会，一定要树立他成功的信心。]

2. 全员参与，举行棋类、绳类、踢毽子比赛。

[ 活动后反思：所有的比赛我都避免了个人赛，都是采用

四人小组或以宿舍为单位等形式进行。虽然学生在比赛过程

中会出现相互指责、中途离场甚至气得大哭的现象，但矛盾

的暴露也给了我教育学生的素材，与学生沟通的机会。因为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交流。

我们不应该害怕班级出现问题，关键是如何引导学生解决问

题。]

每个学生都有他的特长与不足，第二课堂正是能起到挖

掘和发挥学生潜能的作用。它为学生展现才华提供了条件与

场所，学生在享受整个活动的过程中，积累经验，丰富知识，

增长才干，也更容易建立学生的成就感、挫败感，还能陶冶

学生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校本活动，点石成金

从学校来讲，重视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开

展集体活动。丰富多彩的校本活动是学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校每年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校本例行活动，如：

开学、毕业典礼仪式；举办读书节、体育艺术节；组织旅游

或综合实践活动；为社区开展各种服务活动；在校内开展各

种制作、种植、美化环境、生活技能比赛等活动。作为教师，

应重视这些活动的开展，并积极主动地组织学生认真参与。

我尤其重视学校举行的大型集体比赛，如：体育艺术节的开

幕式表演、经典诗文诵读比赛、校歌合唱比赛等，我更是倾

注了全部心血，力求通过我的辅导，让学生在这些集体活动

中获得成功感、满足感，从而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意气，培

养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实践证明，在我和学生们的努力下，

我班在体育艺术节入场式表演和校歌合唱比赛中均荣获了一

等奖。同学们因此士气大增，我也乘势在学生的心中树立“天

生我材必有用”“有志者事竟成”等人生信念。

五、反思：

与这班学生相处了一年，共同经历了由“差班、乱班”

走向“月月先进班”的过程，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努力

与进步，也体验与分享了他们的快乐与成功。他们在各种活

动中所展现出的韧性与智慧是我教育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使我明白了：班级活动是创建班集体的血液，是形成集

体主义思想的摇篮，是团结、教育学生的有利手段，是建设

良好班集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活动就没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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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重要史实）？使学生带着这

些问题的思考进入课堂教学。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树立问

题意识。

教学过程：PPT 导入“计划经济”概念，并以表格展示计

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过程。PPT 导入“市场经济”概念。

学生通过两个概念的对比得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区别，

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显著特征是政府指令计划起

主导作用，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引出为

什么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呢？引导学生思考“市

场经济”的优点和弊端，从而得出市场经济更有利于整个社

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者积极性提高，弊端是带有一

定的盲目性。进而思考“计划经济”有什么优点和弊端？（提

醒联系上节课学习的内容，比如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人民

公社化运动等史实），学生得出“计划经济体制”短时期内

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长期来看

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生产积极性不

高，从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

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教师讲解无论是计划经济体

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进而引导学

生思考要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般采取

什么途径？并提醒同学们联系历史进行思考，由学生自己得

出“改革”的答案。怎么改呢？学生回答变计划经济为市场

经济。政府何时制定改革之策呢？学生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而导入课文。讲述课文第一部分内容伟大的历史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 

教学内容：（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学生自主阅读课文并

找出背景、时间地点、主要内容、历史意义等相关内容。教

师 PPT 展示呈现归纳结果。然后有重点地讲述文革后经济“徘

徊前进”原因，及以“两个凡是”体现出的个人崇拜和“左倾”

错误的影响，从而使学生理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实践上

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在理论

上的必要性。然后由学生一起朗诵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内容

的内容，并讨论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伟大的历史转折？加强学生的合作意识。最后师生一起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意义，即拨开迷雾，将党和国家

从错误的轨道引入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明确了新的正确的方

向和目标，因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认识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承前启后作用，明确历史发展之间的因

果关系，并引出下一部分内容。

（二）经济体制改革 1、农村 学生阅读课文，找出开始

时间地点、主要内容、作用和影响。教师借助 PPT 展示归纳

的结果。继而引导学生思考改革从农村开始的原因，通过对

一些文字数据材料以及图片的分析，使学生得出改革农村先

行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

民的生活水平不高，改革不得不进行，认识改革的必要性和

农民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接着教师引导和点拨农村改革的实

质是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推动

生产力的发展。PPT 展示图片和文字反映农民对改革的心声和

改革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化。2、城市 学生阅读课文找出背景、

中心环节、主要内容和作用。教师通过图片材料展示补充背

景中的改革前城市生活面貌以及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存在的问题和国家工业发展情况。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内

容重点讲述所有制上的改革。补充生动的资料和图片，比如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下海经商潮等等，以比较生动形象的

资料增强学生对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理解。通过

补充城市改革前后经济变化的相关数据资料，使学生理解城

市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对改革

在农村和城市推行概况了解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改革是推进

生产力发展的必要动力，认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总结如果说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对原有计划经

济体制的突破，那么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改革主要目标是新

体制的建立，从而引入第三部分内容，也是学生认识到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改革的深化和目标。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学生阅读课本找出

背景、过程、影响。教师补充课本上没有涉及到的背景知识：

改革前期取得的成就坚定了深入改革的信心；适应经济全球

化的历史潮流。重点讲述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及其重要

意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社会主义

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提出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了存在人们心中的疑惑和

质疑，指明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继而引导学生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即“市场在社会主义国

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引

自 360 百 科 https://baike.so.com/doc/5402466-7567766.

html），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是其前提，明确其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是社会性质的本质不同，发展

经济的手段相同。

课堂总结：构建本节课的知识结构体系

课堂习题练习：PPT 展示 课后作业预习：对外开放格局

的初步形成

总体上，本篇论文是基于对原来教学的反思，针对人教

版必修②第 12 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课堂教学重新建

构的探索。总体设计出发点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历史

因果联系意识，重视概念理解在历史教学以及学生学习理解

历史当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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