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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文 欣
＼ 教研米风

教 无 定 法 学 无 止 境
—

“

开 辟 新 航 路
”

同 课 异构 的 反 思 体 会

〇 李 荣

德 国哲学家雅思贝 尔斯说过 ：

教育就是
一

棵树摇动另
一

棵树 ，

一

朵云推动 另
一

朵 云
，

一

个灵魂唤醒

另
一

个灵魂 。 在 昌 吉州 教研 中心举

行
“

开辟新航路
”

的 同课异构 活 动

中 ， 州级学科带头人迟习 军老师 、陈

继萍老师以及青年骨干教师杨雪老

师的展示课在教学思路设计的板块

化与专题性特征方 面十分突 出 ， 体

现了 较强 的科 学性 、趣 味性 、 故事

性 、知识性。 同时 ，
他们的 教学组织

条理清晰 ， 主题鲜 明 、任务 明 确 ， 彰

显了历史课堂的文化品位和教育功

能 。 然而 ， 每位老师的侧重点 又各

不相 同
， 于是在相 同的 教学理念下

构建了三种不 同的教学模式 。

第一种模式 ：年轻教师的典 型

课堂——通过精彩纷呈的活动设计

让学生
“

动
”

起来。

杨雪老 师用 《哥伦布航海 日记》

？

中 的三则 日记分别 引 出 了新航路开

辟的背景 、经过 、影 响 ， 每
一

个环节

采取了不 同的学生活 动形式 。 活 动

一

：通过
“

哥伦布 的发言稿
”

，让学生

结合课本知识分组讨论完善哥伦布

的发言稿来说服西班牙女王 ， 以 此

得 出 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

条件。 活动二 ：通过
“

哥伦布 的海上

航行 日记
”

创设情境 ，
由 学生扮演

船长上 台描述哥伦布的航行路线 。

活动三 ： 通过
“

哥伦布 的航海感想
”

加人多元化史观 ，
引 导学生从不 同

的史观对新航路开辟进行评价 。

杨老师能够充分关注学生的主

体地位 ，
考虑 到学生的 学习状况 和

年龄特征及心理需求 ，
用各 种方法

让学生积极 参与 教学的 全过程 ， 既

符合新课改 的需要 ， 又 迎合学生 的

口 味 ，使教与学相得益彰 。

第二种模式 ： 经验 丰富教师 的

典型课堂
——

教学严谨 、板书 完整 、

重难点突出 。

陈继萍老师设计了一个历史人

物米赛尔 ，用米赛尔 的
“

童年憧憬
”

“

青年 困惑
” “

壮年 豪 情
” “

老年感

慨
”

来创设情境 ， 并设计 了不同 的探

究 问题 ，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讨论 、

分析
，
从而得出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

经过 、影响 。

陈老师用小人物米赛尔 的传奇

一生折射 出一个时 代的 巨 变 ，
正 如

黄仁宇先生的
“

大历史
”

观点 ：从小

事件看大道理 ； 从小人物看时代风

云 。 作为一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老

师
，陈老师依然 能够如 此用心地挖

掘教学素材 ，恰当选用各种资料 ， 化

烦琐为简易 ，
变抽象为直观 ，

既有 利

于学生对历史的 直观 了解和 感悟
，

又有效地烘托起历史探究 的氛 围 。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教师学习 。

此外 ， 陈老师 紧扣课标 ， 制定 明

确的教学 目标 ， 恰当处 理重难点 知

识 ，
尤其是在使用多媒体的 同时 ，

充

分发挥板书 的重要功能 ，
让学生在

感性的历史情境中 ，
总 能适时 回 归

理性思考 。 当 一堂课结束时 ， 完整

的板书呈现在黑板上
，
整节课 的内

容完整而清晰 。 我们年轻教师在使

用多媒体 时 ，
经常 忽视板书 的重要

性
，
以为 在多媒体上有 展示就可 以

了
，其实板书 比多媒体更能加深学

生对重点 知识的印 象 ，
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和成绩 。

第三种模式 ： 彰显学者风范、 凝

结智慧的典型课堂
——

“

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以渔
”

，关注学生学习方法

的指导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

迟习军老师打破了常规大赛课

的传统 ，
给我们呈现了

一节全新 的

复习 课 。 迟 老 师 用
“

基 础 知 识达

标
一

学 习 方法 指导一解 惑 答疑 升

华
”

三个环节设计了 本课 ， 并将重点

放在学习方法指导上。

为了指导学生的 学 习
，
迟老师

用 了循序渐进的 四 个步骤 。 第
一步

“

抓住关键词语
”

。 就是把教材 当作

材料
，
让学生认真 阅读并找 出 关键

词语 ，从而提高 了 学生高考必备 的

技能——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 的

能力 。 第二步
“

学会归纳 整理
”

。 迟

老师 以新航路开辟 的 历史背景 为

例
，
从经济根源 、社会根源 、商业危

机 、精神 动 力和其他条件等角度进

行归纳 ，
然后让学生按照 同样 的方

式多角 度归纳整理新航路开辟的影

响 。 迟老师这种先举例说 明 ， 再模

仿实践的教学方法 ，充分体现了
“

授

之以 鱼 ， 不如授之 以渔
”

的教学理

念 。 第三步
“

深入思考问题
”

。 迟老

师积极鼓励学 生提 出 有 价值的 问

题
，并且提前预设 ， 当学生提不 出 问

题时
，
老师提 出 问 题来推动学生 的

积极思考
，启迪学生的思维 ，

让学生

真正地
“

动
”

起来 。 第 四 步
“

善于对

比分析
”

。 迟老 师以郑和下西洋 和

新航路开辟 的对 比 为例 ，
指 出对 比

历史事件应从背景 、 目 的 、 性质 、 结

果 、影响等角度去分析 ， 并通过适 当

的课外延 伸 来 培养学生 的 思维 能

力 。 这种拓 展和训练
，
不仅锻炼 了

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 ， 达 到 了学 以

致用的 目 的 ，还提升 了学生学科思

维能力和学科素养。

除此之外
，
迟老师还特别关注

对学生 的德育 渗透。 在 课 前两分

钟 ，
迟老 师带着学生齐声 朗 读梁 启

超先生 的 《少年 中 国说》 结尾部分 ，

借梁先生对 中国少年的殷切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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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经典
”

与
“

古文经学
”

之我见

〇 崇 尚俊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 ３ 有这样 一句话 ：

“

他撰写 了

《新学伪经考》 ，
将封建统治者奉为儒学正统的古文经典

斥 为伪经
”

。 笔 者认为 ，
这里的

“

古 文经典
”

应该 是
“

古

文经学
”

。

我们先看权威书籍的表述 ：

《中 国哲学史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 第

４２５ 页说 ：

“

在 《新学伪经考》 中 ， 康有 为通过 自 己 的考

证 ，把古文经学派所尊奉的经典都宣布为
‘

伪经
’

，认为

这些经典是汉朝 的刘歆为 了迎合王莽篡政的需要伪造

出来的 ，并不代表孔子的 学说 ， 只是新莽一朝之学 ， 即
‘

新学
’

。

”

这 里用了
“

古文经学
”
一

词 。 冯友兰 《 中 国哲

学史 》 （ 下册 ） （重庆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 第 ３ ５３ 页说
“

康有为之经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学家之经典 ，
以为 皆

刘歆所伪 ；

……

”

这里用的是
“

古文 经学家之经典
”

而非
“

古文经典
”

。

事实上 ，古文经学是和今文经学是相对 的儒学流

派 ， 两个都是专有 名词 。 秦始皇焚 书坑儒 ， 儒家经典遭

灭顶之灾
，幸亏秦统治时间短暂 ，

有
一

些熟记儒家经典

的儒生活 到 了汉初
，
汉政府进 行 了抢救性挖掘整理工

作 ，
派人向这些儒生请教记录 了一些书籍 ， 如 田 何传《易

经 》 ，伏生传 《书经 》 ，
申培传 《诗经 》 ， 高堂生传《 礼经 》 ，

公羊 、谷梁两家传《春秋 》 。 这些儒家经典皆是用当时流

行的文字——隶书记 录整 理而成 ，故称为今文经 ，
当时

盛行
一

时 。

另外 ， 秦始皇焚书期 间 ，
民 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

埋藏起来 ，
至汉代前期 ， 相继发现 ，

如景帝时 ，
河间 献王

以重金在 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 ， 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

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 诸王等先后献给朝

廷
，藏于秘府 。 重要的有 《 周礼》 《 逸礼》 《 古文尚 书 》 《

左传》 《 毛诗》 等 。 这些书籍是用小篆以前 的文字大篆

（又 叫蝌蚪文 ，籀文 ）书写
，
所以 叫古文 ，

以别于当时流行

文字隶书 。 东汉中 叶以后 ，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 。 东

汉末 ，儒学大师郑玄 以古文经学为宗 ，兼采今文之说 ，综

合两派 ， 遍注群经 ，
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 以后 ，今

文经学式微 ， 隋唐科举制实施后 ，古文经学家之经典成

为重要的官方认可 的教科 书 ，地位无 比崇高 。 以 后 的宋

元明清 ，古文经学的地位无法撼动 。 但今文经学这
一

流

派并未消失 ，
在清末又 形成 了一定的势力

，康有 为 即是

其集大成者。 他认为
，
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

“

古文
”

经典
，
如 《 周礼》 《 逸礼 》 《 古文 尚书 》 《 左传》 《 毛诗 》等

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 ，
因此都是

“

伪经
”

。 而刘歆制

造伪经 的 目 的 ，是为 了 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 、建立

国号为
“

新
”

的朝代 ，
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 ，

只

能称之
“

新学
＂

。 康有为 的 目 的在于通过否定儒家古文

经学
，
动摇顽固势力恪守祖训 、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 ，

进

而宣传 自 己 的变法理论 。 （ 以 上 材料据 《 中 国历史大词

典 》 、《 中 国近代史词典 》 的 《古文经学 》 、 《今文经学 》 、

《 康有为 》等条 目 整理 ）

而古文经典是
一

个 常用词
，
此处的 古文应是 文言

文
， 与古文相对的是 白话文 。 而儒家经典不论古文经学

还是今文经学 ，
全是文言文 ，

况且康有为全部著作均是

文言文写的 ，他更无反对古文经典 的理 由 。 所 以
， 康有

为在 《新学伪经考 》 中批判 的是古文经学 ， 而不是古文经

典 。 用古文经典一词容易 引起歧义 。 建议教材把
“

古文

经典
”

改成
“

古文经学
”

。

同样是人教版的高 中历史选修的《 历史上重大改革

回 眸 》第 １ ２９ 页的
“

历史纵横
”

中却 说 ：

“

《新学伪经考 》

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
，
把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 神圣不可

侵犯的古文经斥为伪经。

”

人教版的高中历史选修 《 近代

社会的 民主思想 和实践 》 第 ７８ 页
“

学思 之窗
”

也 说 ：

“

《新学伪经考 》主要是考辨长期 以来为人们笃信不疑的
‘

古文经
’

均系伪造 。

”

这两本教材用的是
“

古文经
”

而非
“

古文经典
”

。

（作 者地址／甘肃省 临夏 中 学 ，

７３ １ １ ００ ）

唤醒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在本课的最

后
，
迟老师用

“

钱学森之问——为什

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 杰出 人

才 ？

”

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 ，激

发学生要有时代的责任和担当
，
又水

到渠成地呼应开头 《少年中 国说》 ，
对

学生提出 了殷切希望——少年创新 ，

中 国才能创新 ！ 在触动 了学生和听课

老师深深的思考中 ，结束 了本课教学。

听课学习 的时 间 虽然短暂 ， 但

我的收获却是满满 的 。 杨雪老师对

学生的热情 、 对知 识孜孜不倦的探

索精神 ， 激励着我要继续保持对教

学的热情
； 陈继萍老师丰富 的 教学

经验 、扎实的专业知识 、严谨的教学

态度 ， 鞭策着我 在教学中不断加强

专业素质 ；迟习 军老师渊博 的知识 、

独到的见解 、出 众的 口 才 ，
指 引 着我

在教学中一路前进的方向 。

（ 作 者地址／新疆 昌 吉 州 第 一 中

学 ，
８ ３ １ １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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