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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徐赐成

让历 史课堂兖 满人交气息
—

“

新航路升辟 带给世界Ｉ、样 的 变化
”

教学设计

〇 李建红 隋子辉

历史学科属于人文学科 ， 《不列颠百科全书 》关的特点 ，用两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 第一课时的 重点

于人文学科 的解释是 ：

“

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 的是背景和过程 ，
第二课时的 重点是历史影 响 。 本文

知识 ，
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的人文主义的学呈现第二课时 内容 ，

以
“

新航路开辟带给世界 怎样

科。

”

因此 ， 历史学科的教育肩负着弘扬人文精神 、的变化
”

为主题
， 重在让学生理解这

一

重要事件对

倡导人文关怀 、丰 富完善人性 、提升人类教养 的责人类历史 的整体性影响 。

任 。 作为 中学历史教师
，
虽然可以通过教学不 断积

淀学科知识和鮮经验 ，但也难免隨复性 的教学
—

内容和固定 的教学 环境使思维僵化 。 如何突破机通过新航路开辟 的学习 ，加深学生对历史 的地

械式的教学方式和套 路 ， 使历史课堂充满人文气理范围 、空间 概念 的认识 。 在新航路开辟的过程环

息
，
值得结合教学实践进行深入探索 。 下面呈现的节 ，给学生提供

一张空 白 的 世界地 图 （ 此略 ） ， 让学
“

新航路开辟带给世界怎样的变化
”

教学设计
，
试图生根据地图展开对新航路影 响的深入分析 ，培养学

让学生在感受鲜活的历史事实的 同 时 ，
也体会到从生从一定的空间 概念细致观察历史 的 习惯。 为此 ，

不同角度看历史的启示作用 。要求学生在地图 上标出这样一些 内容 ： （ 1） 粮食作

人教版 、岳麓版教科书关于新航路开辟 的大概物 、牲畜交流的路线和主要 内容 ；
（ 2

）
1 6 到 1 8 世纪

情况如下 ：

期间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影响 的移 民潮 ； （
3 ） 三角

课程标 概述迪 亚士 、哥伦布 开辟新航路的 史 实 ，
认识航程 ； （ 4 ）世界 贸易 中心转移 的方向 ； （

5
） 白银流动

准要求 地理 大发现对世界 市场形 成的 意 义的方向
； （

6
）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方向 。

学生动脑动手参与到教学 中来 ，
而且

，通过对
教科 书

＾ 课题子 目共性个性标出信息的归纳与综合
，
了解新航路开辟这一历史

 事件的丰富性
，
感受

“

历史进程
”

的 复杂性
，
并对这

第
一

目 ： 东方从文明
？

汇 合 、
一事件的历史影响形 成更为具象 的认识。 从教学

开辟新 新航 从经济根源 、

目标的角 度说 ’这样做有两个预期 ： 使学生感知历

人教版
航路 路的 开辟舆论推动 、 直 度 阐 述 新

■

航史问题的丰富性 以及如何有层次地解剖 问题 ；为形

第 三 目
：
走 向 接原 ？ 、精神 路 开 辟 的成立体的知识网络打下基础 。

会合的世界 动 因 、社会条 影响

件 对新航路二
、通过材料感受

“

哥伦布交 换
”

的历 史
： 东 万 的 背 景 进行

从世界 市 场 、 影响

开择
国 际 贸 易 、殖

新航路
开辟

5
的 开 碎

， 民扩 张 、黑奴分析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
通常以

“

世界市场
”

为

的 开碎
第： 目 ：世界

贸 易 的 角 度核心概念
，
侧重于强 调 ：新航路开辟后使欧洲 、 美

市 场 的 初 步

‘＾

＾ 5＾？
＂

洲 、非洲等地联系成
一

个世界 市场 ， 尽管这只是
一

开辟的影响

Ｉ

形成个雏形 ，但
“

世界市场
”

这一概念巳经塞进学生的头

基于内容对比与学情分析
，

“

新航路开辟带给脑。 我们使用
“

哥伦 布交 换
”

（
ＴｈｅＣｏ ｌ

ｕｍｂｉ
ａｎｅｘ －

世界怎样 的变化
”

教 学设计的重点是 ，在完成课程ｃ ｈａｎ
ｇ
ｅ

）这
一概念 ，

先呈现历史细节和发展过程 ，
再

标准基本要求 的 同 时 ， 兼顾人教版 、 岳麓版教科书由学生解释其中 的意义。 在这一环节 中 ， 先以全球

9？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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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为视角 ，
展示有关

“

哥伦布交换
”

总体状况的相玉米 、 马铃薯 、
豆类 、 番茄 、 美洲辣椒 、 花生 、树 薯 、 番

关材料。木瓜、番石 榴 、 鳄梨 、 凤 梨和可可 （ 还有一 个不

材料 1
“

哥伦布交换
”

那么 有营养的 移植品种是烟 草 ）

——

到 了 1 8 世纪
，

植物 、粮食作物 、动 物
、
人 口 和病菌在 克里斯托在亚欧人 的饮食 中

，

玉 米和 马铃暮 的 比重 大 大提

弗 ． 哥伦布和其他欧洲 水手 的远航探险以 后 ， 在全高 。 从西欧到 中 国 的土地上 ，
美洲 的 豆类提供 了 蛋

球范 围 内 开 始传播 ；

“

哥伦布交换
”

比早先的物种交白质 ， 番茄和辣椒提供 了 维 生 素 ，
并使饮食 有滋 有

流有 着更为深远的 意 义 。 与 早先的物种 交流不 同
，
味 。 花生和树薯在 东 南 亚及 西 非 的 热 带 土地上疯

哥伦布交换 涉及 了很 多 根本不 同 的 动 植 物品种与长
，

以丰厚的产 出
，
支撑着众 多 的人 口

。

疾病 。 因 为 几千年 来 ， 东 西半球与 大洋 洲 的物种都
摘 自 ［ 美 ］ 杰 里 ？ 本特利 、 赫伯 特 ？ 齐格勒

是独立地 沿 着 各 自 的轨迹进化 的 。
欧 洲 的航海探《新全球史 》

险在这些生物地域之 间 建立 了联 系 ， 引 发 了 物种的引 导学 生在地 图上标 出 粮食作 物 、 牲 畜 交 流 的

交流 以及世界人 口 分布与 自 然环境的永久性 变化。路 线和 主 要 内容 。

——摘 自 ［ 美 ］ 杰 里
？ 本特利 、 赫伯特 ． 齐格勒学生 可 能 的表 现 ： 欧 洲 家 畜 家禽 、 葡 萄 、 小 麦传

《新全球史 》入美 洲 ； 美 洲 高 产 作 物
、 辣椒 、 番 茄 、 可 可 等 传 入

引 导 学 生 思 考 ： 新航路开辟 后 ， 各 大 洲 之 间 的亚 欧 。

物 种 交流被称作
“

哥伦布 交换
”

， 与 历 史上 出 现过 的值得关 注 的 是 ，
在粮食作 物 的 交 流 过 程 中

，

玉

其他 类似 的 交流相 比 有什 么 特 点 ？米 、 甘薯 、马 铃薯 因 耐 旱 、 ｉｔ干可 在贫瘠 的 土地上 种

学 生 可能 的 表现 ： （
1

） 地理 范 围 大 。 开 启 了 欧植 ，
而 且病 虫 害 少 、 稳 产 和 高 产 ， 被称 为 高 产 作 物 ，

洲 与 亚 洲 、 非 洲 、 美 洲 以 至 大 洋 洲 的 全球范 围 内 的很快也传到 了 中 国 。

交流。 （ 2 ） 交 流 内 容 丰 富 。 涉及环境 、 生 物 （ 植物 、材料 3 高产作物传入中 国

动物 、人种 ） 、 自 然环 境等 多 个方 面 。 （ 3 ） 全球 范 围玉米 1 5 1 3 年传入 中 国 。 清严 如 ？ 《
三省 边防

的 交流 日 趋复 杂 ，
并对世 界产 生 深远影 响 。备览 》云 ：

“

种一收千 ， 其利甚 大。

”

在完善学生 回答之后展示
“

哥伦 布交换
”

的 图甘薯 1 5 8 0 年传入 中 国 。 清陆 耀 《 甘薯 录 》 云 ：

片 ， 让学生对新航路开辟之后的 交流景象有直观的
“

亩可得数千 斤
，
胜种五谷几倍 。

”

认识 。马铃薯 1 7 世纪传入中 国 。

学生通过对同
一时段东西方不同 空间 、不同 文

． ．？Ｋｐｌ 明 的对比探究 ， 从纵 横ｗ 方 面看历 史 ，
形成 、ｙ． 体的

ｔ顯？議彻＿

‘

引 人
“

哥伦布交换
”

概念 ， 能够使学生形成丰富

番 咩￥＿花的 史实认＾ 新航路 开辟之 后 ，
各 民 族 、各地

…」
将各地区紧 密地联 系 在－起。 对学生来讲 ，这里 的

Ｌ －

ｖ －

ｖ

■
【聲一

“

雌市场
”

不Ｍ－个減赠词 ，般各个文明

龍往細经济聽 ，結轉ｍ姓
、

活经验相

－

＾
；

4 ：ｉｌ ｌ
联系 ， 利于他们进－步地 了解新航路开辟。 当然 ，

＇

减 在
“

哥伦布交换
”

中
， 不只是物产方面积极性的交流

翻
，
也有触誠干劃作传染細籠

， 这个

在学生观察图片形成感性认识 的基础上 ，
呈现

事实不仅学生有兴趣
，
而且也的确是人类文 明史 的

文字材料 ， 让学生做进
一

步的分析 。组成部
，

，
作为

了
种人类经验有必要让学生知道 。

材料 2 粮食作物 、牲畜交流材料 4 传染病Ｓ流

小麦
、 葡 萄 、 马 匹 、 牛 、

猜 、 山 羊和 家鸡从 欧洲 来哥伦布时代 的 亚 欧 大 陆社会 ’ 在粮食生 产 、 病

到 美洲
，
使得食物和营养的供给速度加快。菌 、技术 （ 包括武器 ） 、 政治组织 和文 字方 面 ’

拥有对

美洲 的作物在 砟 洲 、 亚 洲和 欧 洲 生根发 芽
，
有

印 第安社会的 巨 大优势据统计 ’在哥伦布到 来

后 的
一

两个世纪 中 ，
印 第 安人 口 减 少 了 9 5 ％

，
主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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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杀手是 旧 大 陆来 的 病 菌 。 印 第 安人 以前从来没人
，
因 为他们 的 年龄既适合劳作 也适合繁衍 。

奴隶

有接触过这 些病 菌 ，
因 此对他们 既没有免疫 力

，
也交 易 几乎把 非 洲 社会 的 青 壮 劳 动 力 抽 空在

没有遗传抵抗 力 。 天花 、
麻疹 、 流行性感 冒 和斑疹 1 5 0 0 年 至 1 8 0 0 年期 间

，
美洲 非裔人 口 的 比 例 不 断

伤 寒争先 恐后 地要坐 杀手 的 头把交椅。 紧 随其后上升 。 从人 口 学 角 度 来看 ，
西 半球正在不 断地

“

非

的还有白 喉 、 疟疾 、
流行性腮腺炎 、 百 日 咳 、 瘟疫 、肺洲化

”

。 同 一时期
，
第二 次 自 发进行的 移民 潮进一

结核和黄 热病 。 欧洲 大 陆 的病 菌 在 大量 消 灭世界步改变 了 美洲 的 人口组成 。 在 1 5 0 0 年至 1 8 0 0 年期

上其他许 多地方 的土 著居 民方 面也起 了 关键作用 。间
，
约有 2 0 0 万欧洲 人来 到 西 半球 。 尽 管如 此 ，

1 9

这些民 族 包括太平 洋诸 岛 居 民 、 澳 大 利 亚土著居世纪以前欧 洲人在 美 洲 大部分地 区 人 口 中 所 占 比

民 、 非洲 南部的科伊桑 民族 。例甚小 。

——摘 自 ［ 美 ］ 贾 雷 德 ？ 戴蒙德 《 枪炮、 病菌 与——摘 自 ［ 美 ］ 埃德 蒙 ？ 柏 克 三世 《
世界 史 ：

大

钢铁
》时代 》

材料表明
，
印第安人 口减少 9 5 ％是 由于 旧大陆引 导 学生在 图上标 出

“

三 角 航程
”

， 分析贩奴 贸

的病菌。 当然 ，造成减员 的 另一个原 因是欧洲殖 民易 对非 洲 以及美 洲 的 人 口 变 化 带来 的 后果 。

者的奴役 ，
比 如银矿一周一班 ， 中 间 不得出 矿。 美学 生 可 能 的表现 ： （

1
） 非 洲 精壮 劳动 力 的 下 降

，

洲原住民的大量死亡 ，史称
“

大灭绝
”

。 关于印第安人 口 减少 了 1 亿 ， 美 洲 的 非 洲 裔人 口 则 上升 ； （
2
） 美

人大量减员带来的历史影响
，
可从世界联系 的 角度洲人 口 结 构 改 变 ： 原 住 民 （ 黄种 人 ） 、 欧 洲 人 （ 白 种

作进
一步的探讨 。人 ） 、非 洲 人 （ 黑种 人 ） 。

材料 5 非洲人到美洲在 学生对历 史大 趋 势 有 了 基本认识 之 后 ， 给 出

大灭绝导致 了 另 一历 史进程的展开 ： 成百 万 的以 下数据材料 ，
以 确认

“

地理大 发现
”

后 不 同地 区人

非 洲 男女被迫横跨大 西 洋 。 为 了 保证矿 山
、 种植 园口 的 变 化状况 。

以及供应欧洲 市场 的 大庄 园 等正常运作 ， 欧洲矿主材料 7
＂

地理大发现
”

后不 同地区人 口

和地主需要更多 的 劳力 。 因 为 大量死亡
，
欧 洲 企业 1 4 0 0— 1 8 0 0 年地区人口

（ 单位 ： 百 万 ）

家经常找不 到 当 地的 印 第安人做劳力 ，
而 其他 空 闲＿ 年！ 6 0 0 年＿ 年

的 欧洲人又不愿 意远 渡重 洋 来干 这些苦 力 活
，

而且


还有可能染上热 带疾病 。 为 了 能 够从糖 、 白银和其＿＾－——

他商品 的 生产及销售 中继 续获取不 菲 的利 润 ，
他们印度

＾＾
1 8 0

买进非 洲奴隶 。 从
一个糖料种植 园 主 的 角 度来看 ，欧洲 5 2 8 9 1 4 6

非 洲奴隶——有大量的 供应 ，
便 宜 ， 而 且通 常 有农拿洲＆哈

场工作经验——正是最便利 的解决方 法 。

拉以 南

＂

 6 0 1 0 4 9 2

——摘 自 ［ 美 ］埃德 蒙 ． 柏 克 三世 《世界史 ： 大

时代 》拉丁 美 洲
｜ 3 6 ｜ 1 0

丨

1 9

引 导学生在地 图上标 出 1
6—

1 8 世纪 的 移 民
——摘 自 ［ 美 ］ 埃德 蒙

？ 柏克三世 《世界史 ： 大

潮——欧洲人 、非洲人到美洲 。 其中 ， 非洲人 向美时代》

洲的迁徙是被迫 的 ，史称
“

奴隶 贸易
”

；
从 1 8 世纪末引 导 学 生分 析表 格 数 据 以 解决 两个 问 题 ： （

1 ）

开始 ，欧洲人移民到澳大利亚 。根据表格数 据说 明 这体现 了 怎样 的 人 口 变 化 趋 势

材料 6 贩卖黑奴的
“

三角 贸易
”

航程（ 既要从横 向 看不 同 地 区 人 口 发展 的 趋 势
，
又 要从

欧洲航海商人携 带廉价工 艺 品一非 洲 （ 初程 ） ；纵 向看 同
一

时段不 同地 区 的 差 异 性 ， 引 导 学 生 养成

非洲 首领及贩奴者将 自 己抓获的 非 洲 同 胞作 为奴分析历 史 问题 的条理性 ） ； （ 2
）分 析形成该趋 势 的 主

隶卖给欧洲商人一美洲 （ 中程 ） ，

“

据历 史 学 家估计 ，要原 因 。

4 2％ 的奴隶被送到加勒 比海地 区
，

3 8％ 运到 巴 西
，
而学 生 可 能 的 表现 ：

（
1

）

一

是 中 国 、 印 度 、 欧 洲 人

只有 5 ％ 进入北 美
”

。 欧洲 商 人携 带 美 洲 金银回到口持续 上升 ；
二 是 非 洲 沙漠 以 南 开始上 升 ，

后 又有

欧洲 （ 归程 ）
，

一般获利 2 0 倍。下 降 ；
三是拉 丁 美 洲 人 口 从 下 降 到 回 升 ， 但没有 恢

从 1 4 5 0 到 1 8 1 0 年间 ，
约 有 1 1 0 0 万非 洲奴隶被复 到 原 有数量 。 （ 2 ） 其原 因 正 是新航路开辟带 来 的

卖 到 美洲
——

非 洲奴隶 商人主要卖 出 年 轻的 非 洲影 响 ， 即 欧 亚经 济进 一 步 发展 、 高 产 作 物 增加 带来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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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1嫩教学？ 考
丨一

了 人 口 的 增长
；
非 洲 与 欧 亚大 陆 一样 ， 先是增 长 ， 属但大西 洋沿岸的其他 国 家英 国 、 荷 兰和法 国很快继

于 正常现象 ， 后 来 非 洲人 口 锐减
，
与 贩奴 活 动 的 加承 了 它们 的衣钵 ，

崛起为世界名 列前茅 的经济强 国 。

剧有 关 。 美 洲 原 住 民 则 由 于 病 菌 、 奴役 而 几 乎 灭
——摘 自 ［ 美 ］ 菲利普 ？ 李 ？ 拉 尔 夫等 《 世界文

绝 ， 大量 移 民 涌 入美 洲之后人 口 又有所增 长。明 史 》

为了促使学生形成整体的历史认识 ，课堂上呈引 导 学 生 划 出 世界 商 贸 中 心 转 移 的 方 向
——

现新航路开辟后 3 0 0 年间全球人 口增长状 况的数由地 中 海沿岸 转 移 到 大 西洋 沿岸 。

据
，
并辅以 中 国人 口增长 的数据

，
使学生对历史形航海活动唤醒 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

欧洲商人走

成点面结合 的长时段 、跨地区的完整印象。遍了世界各地的码头 ，使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着改

材料 8 全球人口 增长状况变。 美洲大部分地区是西班牙殖 民地 ，西班牙殖民
—

者在巴西和秘鲁掠夺 了大量的 白银。

材料 1 1白银的流动



1 5 0 0 年


4 ．

 2 5 亿
美洲在 1 6 1 8 世纪 出 产 了 大 约 1 3 ．3 万吨 白



1 6 0 0 年


5 － 4 5 亿


银
，
占世界白银产 量的 8 5 ％ 。 美 洲 的 白银大约 有一

1 7 0 0 年 6 ． 1 亿半直接流入欧洲
，

还有一半被欧洲人用 于 交换亚 洲

1 8 0 0 年 9 亿的商 品 。



，



＇

ｖ
——

摘 自 ［ 美 ］ 菲利普 ？ 李 ？ 拉尔 夫等 《
世界文

说明 ：数字 源 自 本特利 、 齐格勒 《新全球史》ｎ
明 史》

椒斗 9 相入 □邮状况
引 导 学 生在 图上 划 出 白 银流动 的 方 向 。

＾
人口 級白银是全球经济联系 和发展的催化剂 ，

美洲 白

1 7 世纪中 1 6 4 0 年 1 ． 5 亿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洲 和亚洲 的经济发展 ，
但

1 8 世纪末 1 7 9 0 年＾Ｉ餅彩合纖賴 如刚讶麵新

？
“

来持久 的繁荣。

1 9 世纪 中 1 8 4 0 年 4 亿
材料 1 2西班牙的 衰落

说 明 ：数字源 自 马克 走 《
世界文 明 史 》 1 6 0 3 年

，

一位法 国人在旅居西班 牙时说 ：

“

我在

通过上述活动 ，学生能够认识到
“

哥伦布交换
”

这里 听到 一个谚语 ： 除本 地 白 银外
， 所有 东 西都价

促进了全球人 口的增长 ，
主要原 因是农作物产量增＃ ￥＊ 。

， ，

加 ， 饮食营养结构 的改善 。 但是 ，
也必须看 到殖 民自 1 5 5 0 年到 1 6 0 0 年 ，佛兰德一个单位的 小 麦 ，

活动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 如非洲大陆和美洲 印第安价格上涨 了 三倍
，
巴 黎的 谷价 长 了 四倍

； 在 同 一 时

人的人 口大量减少。期 ，
英格兰 总的 生活 费 用 的增幅在一倍以上 。

三、

“

地理大发现
”

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一摘 自 ［ 美 ］ 菲利普 ． 李 ？ 拉 尔 夫等 《世界文

明 史》

经过前面一个教学环节 ，学生对
“

地理大发现
”

西班牙的贵族和教士 不足人 口 2 ％
，
拥 有全 国

带来全球范 围内 的交流有 了基本认识 （跨区域的社 9 5
— 9 7 ％ 的 土地 。 贵族看不起经 营商 业或者从事 工

会 、文化 、经济交流 ， 涉及许多生物种群 ，
因 为食物业 的职业

，
认为 它 们 有失 身份 ，

这一偏 见成 为 国 民

供应的增加和营养 的改善而使人 口增长较快等 ） ，准则 （ 贵族们 ） 的 确 拥有
一

切 的好处
荣誉、

在此基础上 ，进一
＂

步探究有关世界格局变化的内容 。免税和地产 。 地产 比工 业财富 更可 靠 。 所 以 ， 有成

材料 1 0 世界贸易 中心的转移就的商人的志 向是获取地产 、 购 买 陷入穷 困 的王 室

首先
，

1 6 世纪 葡 萄 牙和 西班牙作为 欧 洲 主要的所 出 卖的 爵位 （ 成为贵族 ）



因此 ，

1 6 世纪上半世

远距 离 贸 易 商脱颖 而 出
，

就把欧洲 经济力量的 中 心纪 中西班牙 突然繁 荣的经济最终衰退 了 。

由 意 大利 和地 中 海永远转 移 到 了 大西 洋 。 由 于被摘 自 ［ 美 ］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 史》

剥 夺了 作为 东方 贸 易 主 渠道的地位 ，
热 那亚成为 西引 导学 生从 国 家发 展 的 角 度理 解价格革命冲

班牙 的银行家
， 威尼斯逐渐 成 为旅游城市 ，

大 西 洋击下 的世界格局变 化 ； 引 导 学 生利 用 所学 经 济 常识

诸港 口 则船只往来不 断 ，
以其财 富 声 名 远扬 。 应 当分析西班 牙 的经济 发展 出现的 问题 。

承认
， 葡 萄 牙和西班 牙的 繁荣 昙花一现 ， 未能持久 ，对西欧来讲 ， 白 银大量涌人欧洲

，
货币 量增加

，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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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 卜“
1


＾


1

^

但是生产速度相对滞后 ，
因此西欧历史上 出现 了破地图上标出世界经济 中心转 移的 方 向 ＂̄ 从 亚洲

天荒的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
，
史学家称之为

“

价格革到欧洲 ） 。

命
”

。 这样 ，
使靠 固定地租赚钱 的传统封建领主阶ｍ^

＾Ｅ 3 、世界 ■变大了是变小了
层财富贬值 、势利 衰弱 ；

而在频 繁的商业 活动中发
ｉ

达起来的商人们实力增强 。 但是 ，
西班牙贵族和商在这一环节 中 ，我们 用冲突的视角 引 发学生思

人在价格革命冲击下经济 出现 了 衰退。 从材料 中考 ：新航路开辟使
“

世界变大了
”

， 同时也使
“

世界变

可以看出
，
西班牙从美洲掠夺 的 白银被贵族们用于小了

”

。

向英法等国购买各类商品 和奢侈 品 ，或者流入荷兰“

世界变大了
”

。 除 了地理范 围外
，
还要注意到

商人的钱袋子。 商人们富足后去买房置地而非投人种 、物产 、技术 、农作物甚至包括病菌在内 的规模

资生产流通领域发展 自 己 的制造业和商业 ，
因而丧上扩大 。 例如

，
宗教传播 ， 各个地 区 的 天 主教 、 新

失了经济进 一步 发展 的 活力 。 英 国 、法 国恰恰相教 、伊斯兰教的交流 ；环境资源的 变化
， 新航路开辟

反 ，
不仅商人 ，

一部分贵族也投资于生产和商业 流带来采矿 、造船业 的发展 ， 需要原木做材料 ，造成森

通。 所以既有制造业基础 ， 又有海上发展优势的英林砍伐严重 ， 而原始森林被破坏带来的环境破坏 ；

国 、法 国取代了老牌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 。毛皮 、油脂 、象牙交易造成动物灭绝 ； 移民对世界文

伴随着英 国 、法国 、荷兰 的地位逐渐上升 ，
主要化多元化的影响 ， 混血人种如非洲人到美洲 ，

美 国

商路和贸易 中心 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 史称
“

商业革非洲裔人 口的增多 ，使得非洲特色的音乐 、 舞蹈 、装

命
”

。 在这一过程 中
，
需要特别注意 欧洲商人角 色饰在美洲广泛传播 ，

世界 文化 向着多元
、
包容 的方

的变化——欧洲的商人成为世界商人 。自 ：

材料 1 3 欧洲商人成为世界商人“

世界变小了
”

。 明朝后期农 民 能吃到美洲传
欧洲 商船把波斯地毯运往 印度 ，

把 印度的棉花 来的作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

运往东 南 亚 ’
把 东 南 亚 的香料运往 印度和 中 国命中交通工具的革新 ， 世界联系更密切 了 ， 早上在

欧洲人在加勒比海和 美 洲 建立 殖民地
’
在 大 西 洋 海

北美 ，晚上可能 已经到 了 欧洲 ， 在 以前是遥不可及

域建立四通八达 的 贸 易 网 络。 欧 洲 的制 造业 产 品的世界而逐渐
“

触手可及
”

了 。

向 西越过大西 洋 ，
换来墨 西哥 的 白银 、秘鲁的 矿产

以及蔗糖和烟 草等农产 品 ，
这 些都是欧洲 市 场 的 紧五、教学效果与教学感悟

俏商品 。 贩奴是 大 西 洋 贸 易 的特征 。 欧洲 的 纺 织？

品 、枪支和＃他制 造 业产 品 向 南 来到 西 非
，
用 来 交‘


‘

^

换非洲 的奴隶 ，
然后这些 奴隶被运送到 西半球热 带 ｊ

ｆｃ考＾＾ ： …处 ＪｉＢ

和亚热倾耐工＃。

《 新＝
自 ［

美 ］ 杰里 ？ 本特 利 、 赫伯特 ． 齐格勒

： 1
引 导 学 生根 据材料在地 图 上标 出 欧 洲 商 业 贸

易 的 范 围
——

以 欧 洲 为 中 心 ， 辐 射到 除 北冰洋和 南这是学生伴随着学 习过程所完成的作 品 ，
反 映

极洲 的所有大 洲 、大 洋 。了本次学习的多重效果 。 我们 的理解是 ，
历史教学

显而易见
，
欧洲 商人广泛涉足于 原料供应 、 制的 出发点应该是人性化的 ，

在教学 中应兼顾科学性

造业 、运输销售 等领域 ； 原来是欧洲人更多地需求和趣味性 ， 给学生提供材料的 目 的不是展示教师的

亚洲商品 ，
现在是欧洲不仅控制 着原料来源 ， 拥有阅读水平 ，

最重要的是符合学生 的认知水平 ，
以 便

制造业优势 ，掌握着商业贸易优势 ，
还将商品运输通过材料引 导学生的思维 。 材料的形式 、 内容 、 视

销售到达世界各地 。 近代世界 ， 拥有海洋就拥有商角应该多元化 ， 材料的运用应该 由浅入深 ，
重在通

业发展的机会 ，拥有生产制造业就拥有经济发展 的过设计合理的问题挖掘材料的 内涵 。 课堂教学的落

基础 ，
商业利 益推动着生 产 和贸 易 的 发展

——欧脚点是通过丰富 、翔实 、形象的材料 ，
通过合理的问题

洲
，
确切地说是西欧开始强大 ，

而且最终 在 1 9 世纪设计 ，
让学生建立起

“

质疑一阅读一思考一提取一总

逐渐取代亚洲成为世界经济 中心 ，
并且开始了西欧结

”

的思维过程 ，让学生在人文气息中感悟历史。

在近代历史上领先世界三百年 的时代 （ 弓 丨 导学生在（作者地址／北京 市 第二 中 学
，

1 0 0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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