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毅

开 辟 文 關
”

群Ｓ ｉｔ 与 实 施

〇 彭正奇

关于
“

开辟文 明交往的航线
”

这一 内容 ，
课程标准的

要求是 ：概述迪亚士 、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史实 ，
认识地

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

“

开辟文明交往的航

线
”

作为人民版必修二专题五
“

走 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

场
”

的第一节 内容 ， 奠定 了整个专题的基础 ： 新航路的开

辟标志着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雏形 出 现 。 正是由 于新航

路的开辟使世界几大主要文 明 区域连接起来 ，
人类社会

的横 向交流发生 了根本变化 ，
人类历史地域分散发展的

格局开始改变 ，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以

此作为本课的教学立意 。

教学 目标与策略

＿

、知识与能力

１ ．

了解古代各分散文明 的概况。

２ ． 结合世界地图 了 解各航海家的航线和所连接的

地区 。

３ ． 认识新航路开辟对世界的影响 ， 学会全方位地分

析新航路开辟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二 、过程与方法

１ ． 运用世界地图
，
了解迪亚士 、 哥伦布 、

达 ？ 伽马 、

麦哲伦探索新航路的过程 ，结合世界地图能绘制 出 各航

海家 的航线和所到达的地区 。

２ ． 学习从历史资料 中搜集有效信息论证历史问题

的能力 ，
全方位地分析新航路开辟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

义 ，
认识新航路开辟导致世界市场雏形出 现 ，

从而加快

了世界
一

体化进程 。

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１
． 认识古代世界不同文 明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

加深

对世界文明的统
一

性和多样性的理解 。

２ ． 正确认识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的影响 ，
虽然其中的

罪恶活动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但更多的是让不同文明

之间加强 了交流与融合 ， 使彼此隔绝的地区 由此开始紧

密地联 系 在
一

起
，
加快 了人 类文 明 的 进步 和社会 的

发展 。

基于 以上分析 ，
我将本课的教学重点 确定为 ： 新航

艺术又何尝不是教师
“

内功
”

修炼和积累的表现呢 ？ 谁

又能否认历史叙事的艺术未尝不能对学生的历史素养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呢 ？

顺流而上——从拉动学生的思维出发

要用 心 、 用情 、 用 理去体验和 感悟特定 的 学科教 学

问题
，

设 身 处地地去 勾 勒 即将进行的 教学流程。

——

李 惠 军

２０ １ １ 年 ，
李惠军老师的

“

十 月 革命
”

展示课 ，
在叙说

了二 月 革命 、
十 月 革命直至苏联解体之后 ，借用美 国学

者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的话题 ，
提 出 了

一

个原初 的历史

难题 ：

“

俄国革命该不该发生 ？ 

”

接着 ，李老师从长时段的

拜 占庭古韵 、蒙古大帝国遗风 、东正教十字精神 ，
追溯革

命的历史根源 ；
从 中时段 的帝 国 主义链条 中 的薄弱 环

节 、封建专制性与社会的对立 、大斯拉夫主义与民族的

隔阂 ， 揭示革命的必然性 ；
从短时段的经济崩溃 、矛盾 激

化 、统治内讧 、人民诉求 、 民主时局 、领导智 慧等 ，分析革

命的偶然性……

教师的思维在课堂上行走着
，
学生的思维在心绪里

被牵动着。 虽然我们不是俄 国历史研究的专家 ，但是在

这节课堂上 ， 我们已然拥有 了专家的视角 。 李 惠军老师

“

用心 、用情 、用理
”

，
用全部的心智让学生在他雄浑壮阔

的历史讲述里感知到 了思考的厚度和广度 。 通过这样

的叙事手法 ，
历史学科素养无声地滋润着学生的成长 。

历史叙事 ，
这种 白描手法 ，

呈现历史 的丰 富性 ，
凸显

历史的复杂性 ，彰显历史 的时代性 。 历史 的 时空 观 、证

据意识、思维特征 、推理意识 、价值引领 ，
在讲述的艺术

中逐渐生成。 赵亚夫教授讲
“

好的历史课都是讲出 来

的
”

，

“

优秀的历史教师更强调读书 （ 自 身修养 ） 而不大

关注教学方法 （普遍的教学技能 ）
，
因为历史教学的意义

更依赖教师的个人学养
”

。

无以积淀 ，何至精彩 ！
最后 以李惠军老师《 我思我

行
， 故我在 》中 的

一

段话与大家共勉 ：

在我看来历 史教学是教师 用 生命和心 灵体悟历 史

的 神韵 、体察学生的 心灵的 自 我 实 现与 自 我超越的 思 想

攀缘过程。 在 困 惑 中 秉烛探 索
，在迷途 中 渴 求 突破

，
在

冥 冥 幻 念 中追求着未来的 圆 满 。

（ 作者地址 ：
王红 丽／ 山 东 省 荣 成市 教研 培 训 中 心 ，

２６４ ３００
；付 昕／ 山 东 省 荣成 市 第 三 中 学 ，

２６４３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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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参 考
＼ 教学设 计

路开辟的原因和影 响 。 难点 为 ：地理大发现使世界 日 益

联结成
一

个整体 。

根据课程标准和高一学生的 实际 ，本节课的重点是

掌握新航路开辟的 史实及其对世 界市场形成的影响 。

教材一半 内 容在讲背景 ，

一半 内容在讲影响 ，对新航路

开辟的过程只用
一幅地图呈现 。 我对教材加 以整 合 ，分

为三部分 ：
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过程和影响 。

“

分散的文

明
”

作为新航路开辟的 需求定位 ；

“

资 本主义经济 的萌

生
”

是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 ， 并补充新航路开辟的经

济根源和 条件 ，
列 表并结合地 图介绍新航路开辟的 过

程 ；

“

文明的链接
”

作为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 学生便于理

解 ， 同时也突 出 了重难点
，
让学生形成新航路开辟使世

界 由彼此分散的 文明连接成 了 整体的世界 。 学习 流程

为 ：课前预习
一

课堂合作探究一展示交流＿当堂检测一

课后巩固提髙 。 采用 多媒体手段 ，
运用 图示法 、 问题探

究 、教师讲授和学生 自 主学习 与小组合作探究结合 。

教学过程与实施

导入新课 ：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两 幅图 片 ，
并提问 ： 图

一

和图二

分别反映的是什么 ，有何特点 ？ 是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促

使了 图一到 图二 的变化 ？ 体现了 当今世界发展的什么

趋势 ？

图
―

图二

学生讨论回答后 ，
由教师讲解 ： 图一的特点是分散 ，

图二的特点是交流与全球化 ，体现了 当今世界发展的全

球化趋势 。 而使世界 由分散开始 到连接为统
一

的整体

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新航路的开辟 。

设计 意 图 ： 展 示 图 片 ，
创 设情 境 ，

设 置 疑 问
，
让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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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 世界 由 早 期 呈 点 状分 布 的 相 对独 立发 展 的 文 明 区

域
，
逐 步 演 变成 了 今 天这样 一个 有 机 的 整体 ，

从 而感 知

文 明 间 的 交 往和世 界 全球 化是 建 立在 古代 各个 文 明 区

域发 展 的基 础 之上 。

＿

、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教师提 问 ：何谓新航路 ？

学生思考 回答后教师叙述 ： 新航路又称
“

地理大发

现
”

，
指 １ ５

—

１ ６ 世纪 ，西欧各 国想探寻一条不经地 中海

而从海上通往东方的航路 。 经过
一

系 列航海探险活动 ，

开辟 了通往印度和美洲等世界各地的航路 ，
这些航路通

常被叫作新航路 。 结合教材阅读以下材料 ，
思考促使新

航路开辟的原因 。

材料
一

１ ５ 世纪以后 ， 西欧各 国 的商 品经济发展迅

速起来
，
对铸造货 币 的 黄金 需求 量 日 益增 大。

“

新 兴的

资产阶级要用 黄金来扩 充 资本
” “

社会上层 用 于奢 华的

生活 享受
”

……

——恩格斯

材料二１ ５００ 年左右
，
随着欧洲 商 品 经济的 日 益发

展和资本主 义生产 的 萌 芽 ， 货 币 日 益取代土地成 为社会

财富 的 主要标志
，
货 币 成 为普遍的 交换手段。

——斯塔夫里 阿诺斯 《
全球通 史 》

（ １ ） 根据材料
一

、
二

，分析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 。

材料三 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 东 西 ！ 谁有 了 它
，

谁就能 支配他所想要的
一 切。 有 了 黄金

，
要把灵魂送到

天堂
，

也是可以做到 的 。

——哥伦布

材料四 东 方黄金遍地
，
香料盈野……金 瓦盖顶

，

金砖铺地
 东方 简 直是一 个灿烂辉煌的 黄金世界 ，

冒

险家 的 乐 园 。



马 可 ？ 波 罗

材料五 几个世纪 以 来 ，
亚洲

一直是欧洲 许 多 贵重

商品的 主要来 源 地 ，
尤其是香料 当 时 比今天显得更

为 重要 。 配药 ，
保存 肉 类 ，

例如制 造香肠 ， 都需要使 用 这

些香料 。

（ ２ ） 根据材料三 、 四 、 五
， 概括新航路开辟 的 主要

动力 。

材料六 １４５３ 年
，

奥斯曼帝 国 的 军 队攻 占 君士坦 丁

堡 ， 占领 巴 尔 干 、 小 亚细亚 以及 克里木等地 区
，

从而 控 制

了 东 西 方之 间 的 通 商要道 。 不 但帝 国 军 队肆意抢劫 商

旅 ， 而 且帝 国 当 局 还规 定对过往商品课 以 重税
，
这 实 际

上等 于 堵死 了 这一 条重要 的 商路
，

结 果 ，
欧 洲 市场上 东

方 商 品的价格猛涨 。 欧 洲 人希 望开辟一 条 不 经过地 中

海而是绕过 非 洲 南 端或是直接向 西航行通往 东 方 （ 亚

洲 ） 的航路 。

（ ３ ） 根据材料六 ，分析新航路开辟的直接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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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七

图 三

（ ４ ） 根据图片 ，分析新航路开辟的精神动力 。

学生小组讨论后
，
分组展示以 上几个问题 的答案

，

然后教师归纳 ：

１ ． 新航路开辟的 原 因

（ １ ） 经济根源 ：商品经济 的发展 ，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

生 （根本原因 ）
；

（ ２ ）社会根源 ：对黄金的狂热追求 ；

（ ３）商业危机 ：奥斯曼土耳其控制商路 （ 直接原 因 ） ；

（ ４ ）宗教因素 ：传播基督教 （ 精神动力 ） 。

设计意 图 ：通过学 生合作学 习 ，让学 生理解新航路开辟

的原 因 是人类不 同地域间 经济 、政 治 、 文化交流 的需 要 ，
从

而理解新航路的 开辟是历 史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的必然 。

２ ． 新航路开辟的条件

教师展示图片 ，
让学生思考 ： 是什么保证新行路开

辟能够成功 ？ 即新航路开辟的条件有哪些 ？

多 桅帆船星盘地圆学说

学生思考后归纳如下 。

客观条件 ：

（ １ ） 物质条件 ：包括物资和资金 。

（
２

） 航海技术 ： 中 国发明的罗盘针
，
经阿拉伯人传到

欧洲
， 没有罗盘针的使用 ，远洋航行是不可能的 。

（ ３ ）造船技术 ： 已 出现了新型 的快速 、舱宽的大船。

（ ４ ）地理知识 ： 当时 ，
欧洲已经开始流行地圆学说。

主观条件 ： 葡萄牙 、西班牙王室的支持 。

设 计意 图 ： 通 过学 生 思 考 和教 师 讲 解 ， 让 学 生 认识

世界 由彼 此 隔 绝 到 连成一体 的 可 能 性 。

二
、 新航路开辟的经过

教师展示动态地图 ，学生看图后完成下列表格 ：

时 间 航海 家 国 籍 支持 国 方向 最终 到达地

１４８７年

１ ４９７
年

１ ４９２年

１ ５ １９
—

１５ ２２
年

学生观察后 ，分组合作讨论完成表格 ，
并分别指定

一名学生展示完成情况。 教师总结整 合 （ 如下表 ） ，并特

别强调每次航行的出 发地和到达的地区 ，
引 导学生理解

是这些航行把原本彼此隔绝的地区连成一个整体 ，促进

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时 间 航海 家 国 籍 支持 国 方向 最终到达地

１４８７年 迪亚士 葡萄 牙 葡 萄 牙
向 东

好望 角

１４９ ７
年 达 ？ 伽 马 葡萄 牙 葡 萄 牙 印 度

１４９ ２年 哥伦布 意 大 利 西班 牙 美洲

１ ５ １ ９
—

１ ５２２年

麦哲伦

船队
西 班牙 西班 牙

向 西

环球航行

设计意 图 ： 通过学 习连接 原 本彼 此 隔 绝 的各 个 文 明

的新航路开辟的 过程
，
让学 生 直观感 受 新航 路开辟 的 艰

辛 及其对世界历 史 发展 的 重 要 意 义 。

三 、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新航路的开辟对人类社会又产生了哪些重要 的影

响 ？ 有人说它是世界市场联系 之路 ，
有人说它是人类文

明交流之路 ，也有人认为它是人类思想震撼之路 ，
以及

殖民掠夺之路 。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

材料
一

随 着 西方 殖 民时代的 到 来 ，
美 洲 的 农作

物
，

如烟草 、 玉米 、马铃薯 、甜菊 、 花 生 、 西 红 柿传到 欧洲 、

亚洲 和非 洲 ， 增加 了 人类 的 食品种 类
，

改 变 了 人的 饮食

结构
，

欧洲 的 家 畜
，
如马 、 牛 、 山 羊 则 影 响 和改 变 北 美 印

第 安人的生 活方 式 。 美 洲 的 烟 草在很 大程度上 改 变 了

欧洲人和土耳其人的 生活习 惯 。

——

周 一 良 、 吴 于廑 《世界通 史 资料选辑 》

材料二 所谓 的 商业革命 ，
欧洲 的 商人和 殖 民者在

欧亚非 美之 间 建 立 了 直接的 商业联 系 ……初步 形成 了

一 个广 阔 的 世界 市场 ；
欧洲 的 商路和 贸 易 中 心 随之 由地

中 海转移 到 大西 洋沿 岸 ，
意 大利 的 商业 垄 断地位逐渐 为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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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牙 西 班牙尼德兰 英 国所取代 。

——孔祥民 《世界 中 古史 》

材料三１ ６ 世纪
，

欧洲 的 黄金从 ５５ 万公斤 增加到

１ １ ９ 万 多 公斤
…… 物价上涨使靠 工资 为 生 的 工人实 际

工资下 降 ，
曰 趋贫 困 。 按传统方式征收定 额货 币 地租的

封建主 ， 收入减 少 了 。 新兴的 资产 阶级靠使用 廉价 的 劳

动 力和 高价 出 售 产品 而得到好处 。

——孔祥民 《
世界 中 古 史 》

材料 四 它 打 破 了 以往人类文 明 区 域性分割 和孤

立发展的 局 面
，
首 次把 全球人类联 系起来 ， 开 始 了 人类

文明 一体化进程。 它 扩展 了 人类 活动的 范 围
，
海 洋在人

类 文 明 中 的地位迅速上 升 ，
世界 的人种地理 分布 、 宗 教

与 文化格局开始发生重 大 变化。

——

马世力 《
世界史纲 》 （ 下 ）

材料五 新航路开辟后 ，
非 洲 成 为 猎获 黑人奴隶的

场所 。 葡 萄 牙人在 １ ５ 世纪就 开始把西 非 沿岸 的 黑人卖

给欧洲 贵族 。
１５０２ 年 ， 第 一批黑奴被送到 美 洲 ，跨越大

西 洋 的 黑奴贸 易从此开始 。

材料六 据估计
， 在哥伦布来到后 的 一两 个世纪 中 ，

印 第安人 口减少 了９５％
，
主要杀手是旧大陆 来的病 菌 。 天

花、麻疹 、流行性感 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 头

把交椅 。 紧随其后的还有白 喉
、疟疾 、

流行肥腺炎等 。

学生分组讨论后 ，
由 小组指定发言人展示交流讨论

结果 ，其他成员可 以补充 。 教师逐一点评后归纳展示新

航路开辟的影响 ：

（ １ ）对文明链接 ： 加快了世界文明的融合 ，

日 益连成

一个整体 。

（ ２ ）对世界市场 ： 引起商业革命 ，
以西欧为中心 的世

界市场雏形开始 出现 。

（ ３ ）对资本主义 ： 引起价格革命 ，加速西欧封建制度

解体 ，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

（ ４ ）对殖民扩张 ：对印第安人进行殖民掠夺 ，给他们

带来毁灭性灾难 。

（ ５ ）对思想观念 ： 证 明 了地 圆学说 ， 冲击 了 神学理

论
，促进 了 自然科学的发展 。

知识小结

， 原 因

新航路 的
｜

过程^

设计意 图 ：
通过讨论展 示 与 图 示 小结 ，

让学 生更加 深

刻 、形象 、直观地理解新航路开辟促进 了 不 同 文 明 的 交 流

和世界 由分散走 向 了
一 体

，
真正成 了有 密切联 系 的整体。

课后检测与教学反思

１ ． 新航路开辟前 ，
人类文 明 尚 未超出地域的发展

，

ｍａ ｉ ｌ ： ｚｘ ｌｓ
ｊ
ｘｃｋ＠ １ ６３ ．ｃｏｍ

 ［

■

不同区域文明之间 的交流少 、 相互影响小 。 造成这
一

状

况的主要原因是（ ）

Ａ ． 人类对世界 尚缺乏整体的 了解

Ｂ ． 不同文明的交往存在观念差异

Ｃ ． 人类技术水平难以克服地理障碍

Ｄ ． 缺少富有 冒险精神 的伟大航海家

答案 ： Ｃ

２ ． 人们在历史研究 中 ，
由 于立场和观点的差异 ，

对

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会有不同 ， 如关于哥伦布航行到 达

美洲这一事件 ：过去
，
欧洲人总 以 欧洲 为中心来理解 ；美

洲土著则立足 自 身看问题 ；在 当今全球史观的 引导下 ，

人们又有了新的认识 。 能正确反 映上述说法的排列是

（）

Ａ ． 欧洲／发现
，美洲 ／文明相遇

，
全球史观／侵犯

Ｂ ． 欧洲／文明相遇
，美洲 ／发现

，
全球史观／侵犯

Ｃ ． 欧洲／侵犯 ，美洲／发现 ，
全球史观／文明相遇

Ｄ． 欧洲／发现
，
美洲 ／侵犯 ，

全球史观／文明相遇

答案 ： Ｄ

３ ． 下图 白 色部分反映的是某一时期西方人所认识

的世界 。 运用所学知识判断 ，
这一认识应该出现于

Ａ ． 新航路开辟以后Ｂ ． 英国工业革命后

Ｃ ． 国 际联盟成立后Ｄ ． 冷战格局出 现后

答案 ： Ａ

设 计意 图 ：
通过 三 道涉及 文 明 史 观和 全球 史 观 的 高

考试题 的 练 习 ，
让 学 生 进 一步 加深对 新航路开辟 加 强 了

不 同 文 明 之 间 的 联 系
，
世 界 由 彼 此 隔 绝逐 渐 走 向 一 体

，

联 系 日 益 紧 密 的 认识 。

笔者根据教材内容和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确立了新航路开辟促成世界由分散孤立

发展到逐渐成为一整体的教学立意。 围绕教学立意 ，
整合

教学内容 ，
补充新航路开辟的条件并利用多媒体展示 ，

让

学生更加形象 、直观地 了解新航路开辟的背景 、过程和影

响
，
同时 ，采用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 ，进行 自 主学习 、 合作

探究 、交流展示 ，
问题设计和语言表达都紧扣教学立意 ，也

体现了新课程理念 ，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

（作者地址／四川 省 宜宾县蕨溪 中 学 ，

６４４６０ 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