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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阅读的教材解读
——以行省制的教学为例

■■胡仙儿

摘 要：持续广博的阅读是历史教师上好课的源头活水。

教师阅读的高度、广度、厚度、新度决定了相应的课堂维度。本

文试图以行省制为例，围绕教材中对行省制的两方面评价，在

历史阅读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解读，并进行了相应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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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历史教学的重要载体，但由于篇幅和其他因素所

限，教材的许多表述都比较简单、浅显，给学生造成许多学习困

惑，因此教师对教材进行合理的解读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义。

笔者以行省制的教学为例，谈谈如何在历史阅读基础上合理解

读教材。

一、解读一：行省如何加强中央集权？

中国古代自实行郡县制以来，中央节制地方权力其实一直

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不是行省制开始独创的，监

察监督和省官互迁也并不是新鲜的手段。元代行省制在加强

中央集权上的创新体现在哪里呢？

元代行省不仅面积更大，而且在划分省界的原则上也与前

代有很大的区别，即从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转向以犬牙交错为

主。以山川形便为主划分在农业社会中有利于地域经济的发

展，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极易导致地方分裂。

行省这样以犬牙交错为主划分根本上消除行省赖以自重

的自然地理之险，使地方分裂割据失去可能。因此，以犬牙交

错原则为主导划分省界是元代行省制加强中央集权的重大

创新。

二、解读二：行省如何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元史专家李治安指出“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

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

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

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

益的”。

行省制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大原则下，保留了地方的部分自

主权。元代的行省作为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与秦汉时期

的郡相比，拥有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行省不仅领掌地方军

国大事，而且还被赋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以更灵活处理地方事

务。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行事”的记载。

综合上述可见，行省兼顾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既保证

国家的统一，避免了地方割据的出现，又有利于发挥地方的自

主性，保持地方发展的活力。因此，可以说行省制调整好了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

三、基于教材解读的教学设计。

在充分解读教材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精到的材料，进行相

关教学设计，就能够解学生之惑，深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基于上述对行省制的解读，笔者采用问题教学法对行省制的教

学进行了如下的设计。

【师】元朝相比秦汉隋唐宋来说，在地方管理方面，面临怎

样的特殊情况？

【生】疆域特别辽阔。

【师】疆域如此辽阔的元朝采用了什么地方管理制度？

【生】行省制。

【师】我们看元代行省比前朝的郡州面积要大得多，那么它

又如何来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的出现呢？

【学生阅读教材回答】行省行使权力受中央节制，中央还采

用监察和省官互迁的方式限制行省的权力。

【师】很好，书本上从权力控制角度探讨了行省制加强中央

集权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行省制相对于郡县制来说，还有

没有其他措施来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呢？大家来看一段材料。

【教师出示材料】元朝行省的划界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

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

行省赖以自重的自然地理之险。

——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

【师】通过材料，我们可以得知元代行省制还通过什么方式

来强化中央集权呢？

【生】改变以往“山川形便而”采用“犬牙交错”的划界原则，

消除地方割据所凭借的地理天险，以此强化中央集权。

【师】那么，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是不是中央越集权就

越好呢？

【生】不是的。

【师】无论是单一的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模式都有弊端，

因此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适当融入地方分

权的因素。而行省制在这方面可以说做到了“寓封建之意于郡

县之中”。如何来理解呢？我们先看材料。

【教师出示材料】材料一：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

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

领之。”

——《元史•百官志七》

材料二：中央常责令各行省“不详事体轻重，无问巨细，往

往作疑咨禀，以致文繁事弊”，要求“除重事并创支钱粮必合咨

禀者议拟咨来，其余公事应合与决者，随即从公依例与决，毋得

似前泛咨”——《元典章》

【师】从材料来看，行省有何特点？

【生】行省掌控地方财政、军事、行政等大权，同时又有一定

的自主权，可以灵活处理地方事务。

【师】很好。关于行省制在调整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我

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材料加深认识和理解。

【教师总结】行省制既加强了中央集权，避免汉末唐末那种

地方分裂割据的出现，又保留了一定的地方自主权，有利于地

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很好地处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

古代中国在地方管理制度上一次有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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