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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 心 素＿ 髙＿史教学
——以

“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
”

为例

〇 朱孟栋 韩晓艳

历史是一门人文性很强 的学科 ，
历史学科的

核心素养指学生在学习 历史过程 中形成相对稳

定
，
具备历史学科特点的 品质和能力 ， 是历史知

识 、 能力 、方法 以及情感价值 的综合体系 ，
主要包

括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 、史料证实 、 历史解释家 国

情怀 。 历史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

以完成的 ， 而是将其落实到历史这 门课程教学过

程 ， 利用历史基础知识 ， 构建具体的历史 教学策

略 ，将核心素养的培养渗透到历史课程教学 的每
一个环节

，
全面提升学生的历史人文素养 。 经济

是政治 、文化发 展的 基础 ， 学 习西方经 济史 的 时

候 ，要用普遍联系 的观点 ，
将政治史和文化史联系

起来 ，
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

从而学习

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在经济活动 中 的智慧 ，
全面提

升历史人文素养 。

“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
”

主要 内容为现代

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企业经

营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和战后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 通过学习本节课程内容 ，让

学生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对 比不同经

济制度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 ，让学生通过图片 、表

格 、数据等信息 ，
认识到不同经济体制之间的优越性

以及相互借鉴性 ，
培养学生通过历史现象发现本质

的能力 ，
以及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开放意识。

运用历史地图资源 ，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 ，还能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探究能力 。 如
，
我在复习选

修三
“

战争与和平
”

时引导学生深人分析了
２０ １ １ 年

新课程全国卷第 ４７ 题。 此题只提供了
一幅波兰的

简易地图 ，并没有其他的文字表述内容 ，要求学生善

于说明图 中两条边界线形成的主要原因 ，并评述二

战后波兰东 、 西部边界线的确定情况。 这是一道典

型的借助历史地图指导拓展学生思维能力的好题。

历史地图有别于地理地图 ：地理地图是对相对

静止的地理环境的客观反映
，
而历史地图则反映人

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的活动 ，揭示人类历史活动

的空间和进程 ，是对历史现象的动态反映 。 所以 ，

在历史教学中 ，
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历史地图

认识历史的本质 ， 特别是通过对 比历史地图 比较
、

揭示历史事物 的变迁过程 、变迁原因 ，从而拓展学

生的历史思维 。 我们在学习
“

抗 日 战争
”
一课时

，

通过对比 《
１ ９２９— １ ９ ３２ 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示意图》

和《敌后抗 日根据地示意图》 ， 便不难发现 ， 农村革

命根据地和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地理分布是不同的 ，

前者主要分布在南方 ，
后者主要分布在北方。 那

么
，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何在和影响如何呢 ？ 我们

可以引导学生联系所学认识到 ：农村革命根据地主

要分布在南方的主要原因是 ，南方是国 民大革命的

策源地 ，革命影响深 ，群众基础好 ；
而抗 日 根据地主

要分布在北方主要 因为
，
经过红军长征 ，

中共完成

战略转移任务到达陕北 ，北方成为革命的重心 ， 同

Ｂ寸抗战爆发后 ，华北受 日本侵略严重 ，
中共决定在

‘龜Ｉ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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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敌后开辟抗 日 根据地 。 这种分布格局直接影

响到 中 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四 、 利用信息技术 ，
还原历史现场

历史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 ，
而且还应当是时空的

还原
，思维的拓展 ，思想的升华。 历史教学中 ，

我们可

以通过信息技术中的电子作图功能 ，搭建历史的时空坐

标 ，让学生在信息技术的平台上精准定位历史时空。

我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中 的影像功能 ，
模拟历

史发生发展 的时空场景
，
让学生穿越到历史的 现

场
，
成为历史的 亲历者 。 如在讲述

“

北 宋城市经

济
”

时可以借助动态视频宏观展示 《清明上河图 》 ，

让学生对北宋的经济发展有直观的认识 ，
也可以用

截取《清明上河图 》局部进行微观展示 ， 达到
“

图说

历史
，

以史鉴画
”

的效果 。 如
“

近代中 国 的物质生

活与 习俗变迁
”

这就可以通过大量的 图片 、视频对

史料呈现形式进行处理 ；
电影已经有 了百余年的历

史
，
我们只要用多媒体技术对原始的 电影片进行适

当的剪裁 、编辑 ，它们就是历史教学中最好的史料 。

以上海为例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电影 中所保 留 的关

于城区、街道 、服饰 、商业 、交通等各方面材料 ，都可

能引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

时空观念是一种能力
，
也是一种思维 。 培养学

生的时空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 ，
需要长期培养 ，

并

且它与历史学科其他核心素养是密不可分的 ，
不能

割裂 ，
宜整体推进 。

（作者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周 南 中 学 ，
４ １ ０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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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信息技术导入教学背景

在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社会各

个领域。 历史老师利用多媒体 ，
向学生展示

一

组

１９２９— １９ ３３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 ，
对各个 国

家的影响 ， 以及二战后 ，
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影响 ，

各

国呈现的衰败、 破旧场景 。 提问学生通过观察这些

图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 通过图片导人 ，让学生 回

忆过去所学知识点 。 根据学生的 回答内容 ，教师进

行总结。 １９２ ９
—

１９ ３３ 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

卷了资本 主义国家 ， 暴露 出 了 资本主义制度的 弊

端。 为了解决这场经济危机 ，
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用

了新政 ，
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 二战后 ，资本主义国

家先后进行了经济改革和调整 ，
让资本主义经济体

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二战后资

本主义经济是怎么调整的 ？

二 、设置问题培养学生 自 主探究意识

教师提问 ：根据漫画杰克的经历 ，
想一想为什

么杰克从一个乞丐 ，
可以变成一名 国有企业 的员

工？ （ 问题设计意图 ：通过图片 ，可以让学生联系相

关历史事件 ，
思考图片 中所包含 的历史信息 ，

从而

引发学生的探究意识 ，让学生主动思考问题 ）

学生回答 ：第一次工业革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采用亚当 ？ 斯密的 自 由主义思想 ，

一直放任市场经济

的 自 由发展 ，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突

出
，贫富差距增大 ，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 ，
大量企业

破产
，
工人失业

，
很多人沦为乞丐 ，需要政府的救济 。

教师总结 ： 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 ， 资本主义国家

纷纷开始干预经济 ，并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

主义的提出为国家干预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美国充分吸收了经济危机的教训 ， 国家开始干预经

济 ，改变了过去放任 自 由 的政策。 罗斯福采用新政 ，

使美国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 ，
那么其他资本主义国

家的发展情况如何？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材料。

材料一 １ ９７７ 年资本主义 国 家 国 有 经济的 比

重 （ ％ ）

国 家 邮政 电力 煤炭工业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英 国 １ 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００ ７ ５

法 国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００ １ ００ ７ ５

加拿大 １００ １ ００ ２５ ７５ ７５

联邦德 国 １ ００ ７５ ２５ １ ００ １ ００

材料二 发达 国 家 ，
政府采购在 国 民经 济生

产 总值 中 占 有重要位置 ， 并逐年提 高 。 美 国 Ｉ９６０

年政府采购 占 国 民经济生产 总值的 １ ９ ．８％
，
１９７０

年政府采购 占 国 民经济生产 总值的 ２２ ．３％
，
１９ ８０

年政府采购 占 国 民经 济生 产 总值的 ２０ ．８％
， 其 中

大部分以军 事订货为 主。

材料三１ ９６０ 年 日 本政府制 定 了 《 国 民 收入

倍增计划 》 ，提 出 用 １ ０ 年时 间提 高 国 民生产 总值和

居民人均收入 ，
并制 定 了 相应 的 配套设施 ， 聚集全

社会的 力量投入到 日 本经济建设
，
为 日 本战后经济

的腾飞奠定 了 良好的基础 。

教师提问 ： 通过这三则材料 ，归纳国家干预经

济的方式有哪些？

学生回答 ： 经济国有化 、政府直接采购 、制定经

济计划 。

三、分组讨论深化认识

根据上述材料 ，
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

划经济 。 从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
一

直采用计划经济 ，
１ ９７ 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

国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邓小平说过 ：

“

黑

猫 、 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

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

义国家特有的 ，
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

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 ， 市场经济不等

同于资本主义制度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互补

性。 那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 ，

学生可以采用分组讨论的形式 。 通过分组讨论 ，
学

生得出 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作用 ， 改变

过去市场 自 由发展的盲 目性 、滞后性 ，

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 。 但是政府干预

经济的手段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 ，

社会资料私有化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
矛盾的加剧

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 。 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国

家的社会矛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社

会福利 。 通过学生分组讨论 ，
让学生进行 自 主探

索 ，培养学生的人文探索精神 ，
增加学生对历史的

理解和时空观念。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调整是二战以后 ，
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对经济政策从过去的 自 由放任政策调整

为国家干预 ，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中
， 资本主

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不断变化的结果 。 在教学过程

中
，
教师采用 回顾昨天 、把握今天 、展望未来的思路

进行教学 ，并通过 回顾过去学习 的知识点 ，
以当今

现实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思考 ， 展望世界未来发

展变化
，
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 让学生更好地了

解时代发展变化 ，从而树立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 ，激

发学生学习 的动力 ，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观、历

史时空概念 ，潜移默化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

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是
一朝一夕可以完成

的
，
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 必须围绕核心素养培

养 目标 ，
并将其渗透到历史课程教学各个环节 ，

全

面提升学生的历史人文素养 。

（ 作者地址／ 山 东省临 沂市 第七 中 学 ，
２７６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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