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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逻辑是指教学中内蕴的思维规律，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的内在理路。教学逻辑是隐性的，相当于人身体
中的血脉和神经，为设计教学流程、实施教学行为、达成教学目标提供营养和动力。 历史教学逻辑的创生以历
史学科逻辑、教材文本逻辑和学生认知逻辑为基础。优化历史教学逻辑可以从立意统领、起承转合、史论关系、
教学细节四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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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一般指思维的规律，教学逻辑则是指教

学中内蕴的思维规律，即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的内

在理路。课堂教学是一个系统过程，是通过教师设

计的各种师生活动让学生获取学科知识、培育学科

素养、感悟学科魅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是

活动的设计者、发起者、组织者，其设计、发起、组织

这些活动时所依据的思维规则就是教学逻辑。

一、历史教学逻辑的创生基础

教学是“嵌入有目的活动中的促进学习的一系

列事件”[1]，这“一系列事件”应该是教师精心规划、

细致考量后的结果，彼此之间和“每一事件”内部都

蕴含着一定逻辑规则。这种规划和考量主要基于

三个维度：学科逻辑、文本逻辑和认知逻辑。对三

者的精研是创设学科教学逻辑的依据和前提。

1.学科逻辑
“历史学是在一定历史观指导下叙述和阐释人

类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学科”[2]，这里面包含两层逻

辑，一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客观历史发展的

逻辑，二是研究或者认识历史的逻辑。素养时代的

历史教学，就是要透过历史表征，窥见客观历史和

历史研究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逻辑方法[3]。

历史教学逻辑首先要吻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

大趋势，“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历史事件的发生有

先有后，脱离前事而讲后事就缺乏理解的基础。历

史发展的各层面是互相作用、整体演进的，割裂地

解读历史就违背了历史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

互作用。

历史研究有自身的流程和规则，基本逻辑主要

是由史到论、由表及里。这不仅是史学的精髓，也是

理性思维的起点和最基本特征[4]。它要求历史研

究和历史教学都要从史料出发，由史料推导出结

论、本质、规律，而不是以论带史或者以论代史。

2.文本逻辑
教学所依凭的文本逻辑主要是课标的逻辑和

教材的逻辑。课标和教材的文本叙述逻辑是设计教

学时的重要参考。自 2019 年起，全国的历史课
标和教材将实现全国统一，这事实上强化了课标和

教材的作用，教师教学自然无法绕开课标和教材的

行文逻辑。

2003年版高中历史课标和教材是以模块+专题
的体例呈现的，而 2017年版高中历史课标和新版
统编教材则是以通史体例呈现的，两种教材系统

下，教学逻辑的差异是巨大的。同是 2003年版课标
下的教材，内容编排的先后顺序不同，教学逻辑也

会有较大的差异。比如，人民版教材采用的是先中

国史后世界史的编排顺序，而人教版则采用的是中

外混编的办法，由古到今按时序铺陈。这样，同样是

学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用人民版教材就只能

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而使用人教版教材的教学就

可以多出一种教学思路———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和美国 1787年宪法进行对比教学。
3.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是指认知心理的规律。教学活动要通

过学生的认知行为来达成，因而教师要从学生的视

角去设计和组织教学，这也是学界倡导“以学定教”

的原因。关注中学生的认知逻辑主要考虑两个问

题，一是把握并遵循学生的心理特点，二是了解学

生的知识背景。认知源于被吸引，了解并根据学生

的已有知识基础确定教学起点，寻找吸引学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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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切入点和素材、问题，创设鲜活的情境，是遵循认

知逻辑的重要表现，也是将学生带入历史学科知识

内部的最佳途径。

学习是在已有经验和概念的基础上不断增加

新经验、新概念的过程。了解并根据学生的已有知

识基础确定教学起点，从学生较为熟悉的事物入

手，有梯度地设计教学流程，是有助于学生学习和

思考的。也正因为如此，同样是历史课，初中和高中

的教学关注点就有很大差异，同样是高中历史课，

省市级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教学起点也有不小

的差异。尊重并基于这些差异，就找到了历史教学

的逻辑起点。

二、历史教学逻辑的优化策略

教学逻辑是在教学主客体以及各要素之间、各

环节之间形成的逻辑关系，优化教学逻辑就是要让

各要素、各环节的连接更加顺畅、有序和有效。立足

历史教学的学科逻辑、文本逻辑和认知逻辑，历史

教学逻辑的优化可以从四个维度展开。

1.以意统形，整体建构
好课如美文，形散神聚，内在逻辑一气贯通。而

要想实现“神聚”和“贯通”，让教学逻辑在宏观层面

上畅达、圆润，需要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有一个

整体建构的意识，从史学认知、价值引领或者情感

熏陶的维度提炼出一个统领全课，同时关联前后课

时的主题意旨，教学各个环节则围绕这个主题意旨

展开，这就是教学立意。鲜明、合理、高远的教学立

意是基于三维目标和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考量，能

够展现授课者的思想和境界，统摄着教学内容、教

学策略、教学评价等诸方面，统领着教学过程的各

环节，凝聚着教学的灵魂，决定着教学的品质和课

堂演绎的逻辑。

用教学立意统领并整体建构历史课堂教学，需

要教师不再局限于“就知识点论知识点”，而是通观

全课，从教材中提炼教学思路和教学立意。例如，人

民版必修三“新文化运动”共三个子目，分别简要介

绍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背景、运动内容和历史评

价。能够串起整堂课的正是“新文化”的“新”字，以

“新”立意，用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关联、差别、斗争架

构课堂，会大大提升教学的整体感。

从教学逻辑的维度审视教学立意，并用立意统

领并整体建构历史课堂教学，需要教师不再局限于

“就事论事”“就课论课”，而要具备更宽广的视野，

从一个单元、一个专题、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于整个

人类历史演进的高度反观课时教学，把具体的历史

事物作为大历史的构成要件或者观察维度，以管窥

天，小中见大。这样所提炼的教学立意才有高度，才

能够超越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对整节课具有统领

性，并建立与前后课时的关联。鸦片战争后，天朝梦

碎，爱国知识分子放眼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

侮之道，各种思潮先后涌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和阶段性，新文化运动恰是其中的一环。教学扣住

了这个宏观主题，就能从历史演进的高度规划并引

领“新文化运动”的教学。

2.起承转合，呼前应后
教学立意明确后，要规划教学的各版块、各环

节。一般而言，各版块的呈现遵循先易后难、先古后

今、先史实后史论的顺序。比如，学习洋务运动，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为知识背景才能理解兴办

洋务的必要性；学习甲午战争，要先弄清楚战争的

来龙去脉，才能分析其利弊得失。

版块明晰后，各版块、各环节之间的起承转合

就成为了教学设计的“榫卯”。好的设计，各环节之

间过渡自然，浑然天成；次些的设计有斧凿痕迹，但

仍然能够将各环节连成一体；而再次些的，由此及

彼的转换非常生硬，甚至根本没有设计，直接就转

到了下一环节的学习。这种生硬的过渡虽然对前后

环节本身的学习影响不大，但却不利于学生理解前

后知识的关联，让知识之间缺乏逻辑性。语言是逻

辑的外壳，语言的逻辑性直接展现思维的逻辑性。

生硬的过渡是教师教学逻辑阻滞的表现。出于优化

教学逻辑的考虑，教师在设计教学时，要在两个教

学环节之间寻找出恰当的连接点，比如事件推进、

人物关系、视角转换、同类对比、异质求同等，从而

让起承转合顺畅自然。

除了版块或者环节间的勾连外，内容和素材上

的前后呼应也能优化教学逻辑。比如，许多老师非

常注重导入语凝神激趣的作用，总是不遗余力地寻

找新鲜的话题或者角度来引入新课的学习，起到了

非常明显的作用，但很多时候，导入环节结束后，下

面的教学就和导入无关了，导入使用的素材、创设

的情境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是非常遗憾的，在

教学逻辑上也是有缺陷的。好的导入除了凝神起

兴，吸引学生快速进入本课学习之外，还应该埋下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预置一个耐人寻味的情

境，在下面教学的适当时机，这个问题或者情境将

再次被激发，从而升华它的教育价值。如果能够反

复使用导入时的话题或者情境，每一次使用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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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展现一个新天地，那么多次同一话题或情境

的使用就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教育图景。一个反复出

现而不断升华的教学情境或者多个前后呼应的教

学环节，正是优化教学逻辑的重要诉求。

3.论从史出，逻辑自洽
“历史是一门注重逻辑推理和严密论证的实证

性人文学科”[5]，但历史研究“在于根据史料而加以

间接之推理，非直接之观察也。所有历史之知识均

属间接之智识，故历史之为学实属推理之科学，其

方法乃一种用推理进程之间接方法也”[6]。基于证

据，循于逻辑是书写和研究历史的基本逻辑。历史

学家借助史料和逻辑方法，按图索骥，层层推演，再

现历史真相，获得历史结论。历史课堂教学也应遵

循史论推演的逻辑，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历史课堂教学中，从史料信息的提取到结论的

获得，应该形成一条清晰的证据链条，这是史料实

证素养培育的核心要求，也是检验教学逻辑严谨性

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前几年，华东师大的聂幼犁

教授曾经以“历史的证据、推理和想象”为主题开设

过一节公开课，影响颇大。课后，聂教授对这一“试

验”做了说明。他认为，这次教学是“以推理这个思

维的基本特征为中心”，让学生领悟“有证据还必须

合理推断，不能夸大其证明力”，“这取决于对证据

及其与结论间逻辑关系的正确认识”[7]。这些认识和

尝试直指当下历史教学重结论轻逻辑的软肋，对一

线教师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也是优化历史教学逻

辑的重要维度。

4.制造冲突，以悖激趣
教学过程由一个个细节构成，每一个细节就是

一个小天地，其中的教学逻辑也可见设计者的智

慧。文似看山不喜平，教学情境的创设和著文一样，

也应该有意识地运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设计制

造学习的波澜，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认知逻辑的角

度看，矛盾冲突的情境最能引发学生的思考，制造

冲突、以悖激趣就是一个优化教学逻辑的有效手

段。所谓的制造冲突就是指借助史料展现两种不一

致的甚至对立矛盾的观念或者事实，以此激发学生

的兴趣。这两者可以是史事的发展、前后的对比、中

外的差异，也可以是观念的碰撞、价值的多元、逻辑

的悖论，等等。

基于认知冲突创设教学情境，以唤起学生探究

的兴趣，在考试命题和历史教学中比较常见。2017
年全国 I卷第 26题给出了四种“不同史籍关于唐武

德元年同一事件的不同历史叙述”，同年全国Ⅲ卷
第 27题则给出了北宋时期“关于宋太祖驾崩前夜
宋太宗（时为晋王）的活动”的两种不同记载，这都

是以悖激趣的典型试题，意在考查学生的实证意识

和逻辑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原因分析、事件记录、

历史评价的分歧都可以作为制造认知冲突的素材。

笔者在教学“五四运动”时，就曾运用回忆录的不同

记载，创设了“第一个进入曹宅的到底是谁”的教学

情境，设计了一连串问题，最后指向深层问题“同是

当事者，记述为什么差别这么大？”[8]较好地优化了

教学逻辑，唤起了学生的深度思考。制造冲突情境

的关键是不要纠缠于冲突问题的本身，而是要透过

这些矛盾冲突，看到宏观历史的转型嬗变或者史学

的思想方法，进而升华历史学习。

教学逻辑是教学设计的血脉，也是展现教师教

学智慧的关键所在。优化教学逻辑，需要教师从纷

繁的史事中理出头绪，高屋建瓴地把握历史发展的

脉络和规律，并能够寻找到历史学科知识与学生认

知现状的最佳结合点。但强调教学逻辑，绝不是反

对和排斥常规的教学安排，比如，时序是历史发展

的逻辑，从始至终的讲述符合时序逻辑，但如果某

一事件的结果出人意料，令人震撼，教学中先讲结

果，再倒叙背景和过程，反而可以吸引学生，这恰是

最合乎教学逻辑的安排。教学逻辑要让课堂教学成

为一个有序的、严谨的、合乎逻辑规律的思维过程，

而不是用程序化思维扼杀教学灵性。历史教学有规

律，但没有公式，历史课堂呼唤灵动飞扬的教学创

意，更呼唤顺畅、合理、圆润自如的教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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