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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一门艺术，其艺术性体现在课堂教学

上。有艺术性的课堂要突出教学主题，如何才能凝

聚主题呢？笔者从以下五个维度浅谈自己的认识。

一、学情调研是凝聚主题的前提

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只有了解学生，教学才能做

到有的放矢。怎样调研学生呢？每位教师可以用适

合自己的方法，如谈话法，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问一些

问题，了解学生在学习本课前所储备的知识、技能、

心理情绪、本年龄段的价值观，对本课即将涉及的一

些问题的认识等等。如问卷调查法，教师设计问题

通过问卷上的问题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等。无论用

什么方法，了解学生的情况要全面客观有针对性，有

利于本课的教学，有利于学生的持续发展。通过调

研，知道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围绕教学

主题，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如在《开辟文明交往的航

线》一课设计前，教师调研学情得知，学生对新航线

开辟的世界影响了解不多且感兴趣，那么在课堂教

学中，突出了其世界影响并增加了思维拓展内容，让

学生思考新航线开辟对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对美

洲的影响，引导学生从宏观的和微观的角度，加深对

新航路开辟影响的认识。

二、课程理念是凝聚主题的灵魂

本文的课程理念是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

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理念是符合历史学、历史教学

规律，承载着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为学生的未来发展

打下有益基础的基本理念。课程理念是教师课堂教

学、课程开发的依据。课堂教学主题是课堂教学的

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课程理念大于课堂教学主

题，包含课堂主题思想。课程理念可以包含多重教

学主题。在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强调突出基础知

识教学为主结合其它，有的教师强调突出培养学生

能力为主结合其它，有的教师强调突出价值观教育，

有的突出渗透课程理念中提出的核心素养培养等

等。我认为课堂教学主题要紧紧围绕普通高中历史

课程标准中给出的课程基本理念进行设计,如征求

意见稿中提到的(1)立德树人；(2)正确的思想导向和

价值判断；(3)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培养学

生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其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五个方面。［1］历史课应以此为依据从中

选择主题。如在《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人民社

2003 版高中必修二专题五第一节）一课中，教师以

历史课堂教学凝聚主题的五个维度
——以“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为例

◆娄可大

摘要：历史课堂教学需要凝聚主题。本文通过学情调研、教学立意、课程理念、课堂结构、

学识素养五个维度，结合《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一课，确立核心素养为主题，浅谈课堂教学凝

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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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这个主题来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学生达成

核心素养目标，具体目标如下：

1.掌握新航路开辟的史实，增强时空观念。

2.养成对历史资料搜集判断论证的史料实证意

识。

3.通过对商业革命、价格革命的解读，形成自己

的历史理解、历史解释。

4.汲取新航路开辟中历史人物的精神财富，以

及正确认识世界市场形成的影响，形成正确的历史

价值观，突出家国情怀。

三、教学内容是凝聚主题的核心

（一）课程标准是教学内容的尺度

课堂教学内容是本堂课的核心，教给学生什

么？取决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教师根据要求围

绕确立的主题组织课堂教学，如《开辟文明交往的航

线》一课，课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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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课标要求确立开辟新航路的原因、过程、影响为

课堂教学内容。围绕核心素养这个主题，教师课堂

教学如下：

1.以《大国崛起》的一段视频导入本课，视频的

内容是公元 1500年以前人类居住及对地球的认识

情况，视频包含的信息广泛内容丰富，丰富了教材

对于新航线开辟的背景介绍，能较好地调动学生的

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其历史核

心素养。

2.新航线开辟的原因。教师根据课标及教材内

容安排探究活动：

给出如下史料，学生结合史料通过小组讨论解

决：15、16世纪的欧洲人为什么不畏艰险热衷于开辟

新航路的原因。

材料 1：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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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日益取代土地成

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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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布

材料 3：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君士坦

丁堡，阻断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结果，欧洲市

场上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

——人教版教材

材料4：（海上探险）是为了像所有的男子汉都欲

做到的那样，为上帝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

暗中人们。

——迪亚士

开辟新航路的原因，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解

决这个问题。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

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

方法。［2］教师围绕核心素养突出史料实证通过史料

解决问题。给出的材料最好是第一手资料，能反映

真实的历史，能反映当时的历史情况，学生运用史料

通过自己的思维得出结论。

3.对于新航路开辟的条件，教师出示图片，引导

学生探究思考下列哪些对你有帮助？图片（1）多桅

帆船；（2）指向标和星盘；（3）1842 年的世界地图；

（4）地球仪配有地圆说文字；（5）亨利王子图片配有

人物简介；（6）电话。

给出的图片包含多种信息特别是混入了错误信

息，需要学生自己判断甄别才能得出结论。

在设计新航路开辟的条件中，设计突出介绍了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教师叙述如下，新航路的开辟

首先是从葡萄牙开始的，讲到葡萄牙的航海，我要

向同学们介绍一位传奇人物，他就是拥有航海梦想

的葡萄牙亨利王子。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为

了航海事业终身未婚，他亲自制定国家航海计划，

把航海作为国家战略。国家成为航海的总赞助人，

在他的推动下葡萄牙人首次越过了博哈多尔角。

这是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最南的地点，为后续的航

行奠定了基础。他推进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通过

这些铺垫让学生知道新航路开辟是一个极其艰辛

的历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前有许多勇士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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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奋斗。亨利王子的内容是围绕核心素养主题

安排的。

4.新航路开辟的过程----教师设计如下：

（1）通过四位航海家（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

麦哲伦自述：

要求：以第一人称并结合新航路开辟示意图讲

述。讲清航海家的航海时间、支持国、航线、收获，每

组完成一个航海家，最后选出一个代表发言，准备时

间2-3分钟。

（2）学生填写新航路开辟表。

时间

1492-1493年
1487-1488年
1497-1498年

1519-1522年

航海家

哥伦布

迪亚士

达·伽马

麦哲伦

国籍

学生填

学生填

葡萄牙

葡萄牙

支持的国家

西班牙

学生填

葡萄牙

学生填

到达地点

学生填

学生填

学生填

学生填

（3）新航线开辟的动态地图。

此处体现了时空观念、历史解识，培养学生的个

人综合能力。

5.新航路的开辟的影响——教师设计如下：

（1）欧洲；（2）亚非美洲；（3）世界，分别展示材

料（材料略）设置问题师生互动解决问题。

对于重点问题商业革命 、价格革命的理解突

破，通过师生互动学生解释解决问题，突出历史解

释。

除上述设计外教师还要求学生试着从新航路开

辟对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物种的影响等方

面开拓学生的思维。

6.在家国情怀方面设计如下：

（1）探究问题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你从西方航

海家身上学到哪些优秀品质？

1520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我们越过海峡，进入

太平洋。在 3 个月 20 天里，我们没有吃过任何新鲜

的食物。我们吃的饼干是爬满虫子、发出老鼠尿味

的粉渣。我们喝的是早已腐臭的黄水。我们还常常

吃木屑。有人卖老鼠……然而，即使这样也找不到

老鼠了。

——引自与麦哲伦一道作环球航行的皮加费塔

在航海日记中的描述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叙述突出航海家因

为有梦想才能吃爬满虫子的饼干、发出老鼠尿味的

粉渣。喝的是早已腐臭的黄水。还常常吃木屑。

有人卖老鼠……然而，即使这样也找不到老鼠了。

我们每一个学生也要有梦想，每一个班级要有梦

想，一个国家要有梦想，一个民族要有梦想。（2）围
绕主题再设计以下四幅图片图片①有脚印走向远

方的陆地；②有航船的大海；③有飞机的天空；④有

飞行器环绕月球的外太空。突出人类对于自身的

探索从陆地到海洋从天空到外太空从未停止。配

上文字“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未来是

“谁占领了太空谁就占领了世界。”中国梦是一个追

求的目标，其核心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配合教师叙述导语，同学们有梦想才有追，昨

天伟大的航海家们因怀揣梦想，世界才由割裂走向

整体。今天青春年少的同学们因为怀揣梦想，生命

才有激情燃烧的岁月，祖国才能不断走向富强，伟

大的中国梦才能实现。以此突出主题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与人文追求，增强学生关注现实问题，

培养学生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社会的

进步的使命感。

课堂演练及课后习题也是以突出核心素养主题

设计，并给出课外阅读书目拓展学生视野。

（二）评价标准是教学内容的客观要求

教学主题确立后教学内容围绕教学主题安排，

教学内容的安排还受到评价标准的影响。教学成果

的检测主要就是考试这一评价标准，其他行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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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学生评价等也会影响教学内容。如体现

核心素养的内容在高考中出现，在确立教学主题时

适当安排内容。《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一课，在航线

开辟的过程中教师有这样一个设计，同学们思考一

个问题，西班牙人为什么没有沿着葡萄牙人探索过

的航线去远航，而选择了充满未知的西行航线？原

来西葡两国于 1479年签署了《阿尔卡苏瓦什条约》，

条约中规定了葡萄牙人在南非的航行垄断权。当时

受地圆学说的影响，因此西班牙人向西航行希望找

到通往印度洋的路线。此内容距离课标较远并受评

价标准的影响，不符合主题，在定稿时删除了。学生

不喜欢或者不易接受的内容，要思考以学生能够接

受的方式呈现。

四、课堂结构是凝聚主题的助力

课堂教学的结构是指一节课的组成部分及各

部分之间的联系、顺序和时间分配。［3］教学主题确

立后导入、授课、随堂巩固、课后延伸等环节的时间

分配就有了安排，突出主题的环节时间相对多点，

衬托主题的环节时间安排相对少点。教学导入可

以用习题、故事、教学内容前置、视频等等，要根据

主题的要求。授课时学生的活动也要紧紧围绕主

题，或分组活动或师生互动或单向活动。随堂巩固

课后延伸的安排要突出主题。如《开辟文明交往的

航线》一课中课堂结构的安排围绕核心素养这一主

题展开。

五、学识素养是凝聚主题的关键

课堂教学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的整合

活动。学生是教学的对象，是主体。教师要整合教

学内容、教学环境对学生起作用，通过什么样的理

念，怎样的手段方法去整合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

师的学识素养成了关键因素。教学设计单纯突出知

识目标主题、能力目标主题或是三维目标主题，还是

渗透核心素养目标主题。部分教师对于核心素养不

接触、不理解，何谈在教学中渗透。多媒体在教学应

用中的地位很重要，随着政府部门的大力普及，许多

学校多媒体设施基本普及，但部分教师不会用或不

善使用。在历史教学中史料展示占有重要位置，史

料的解读判断概括归纳能力是学生需要掌握的，然

而史料内容多，如当堂书写耗时多，最好以多媒体或

资料展示，这就需要教师会使用多媒体。视频包含

的容量不是教师所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然而视频

在课件中使用多少需要教师整理加工剪辑，这些都

需要教师的个人储备。调动学生的情绪是教师的必

修课：有的教师讲话善于事件描述，学生听得明明白

白，有的教师普通话标准，讲话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极

有感染力，而有的教师调动学生的能力弱一些。这

些都会影响凝聚教学主题。

总之，凝聚教学主题的因素还有其它，一堂课可

以突出一个主题，也可以突出两个或多个主题。为

什么教？教什么？ 是教师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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