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而编写的统编

高中历史教材，全套书共五册，通史即《中外历史

纲要》上下两册，上册为中国通史，下册为世界通史，

以通史的模式编写中外历史的发展过程；此外，还

有选择性必修三册，分别为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

度与社会治理 》、选择性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生活》、

选择性必修三《文化交流与传播》。选择性必修课

是在必修课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知识面，是以专题史

方式，让学生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角度了解

人类历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界，

各专题下的具体内容按照时序分别表述中外历史的

重要内容，引领学生从不同视角认识历史。故而，

统编教材做到了通史与专题的有机结合，不失为统

编教材的优点。然而，这也带来了使用方面的问题

与难处。

一、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之特点

1. 贯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

历史课程的学习而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

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高中学生的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具体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五个方面。高中历

史统编教材之编写依据便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

准》，五大核心素养也在统编教材中得到很好的落

实。唯物史观是统编教材最核心的史学理论，所有

知识体系建构皆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行的。《中

外历史纲要》上下册以时空观念为线索，按照通史

模式描述中外历史进程。大通史模式之下又分为诸

多阶段、多地区，时空观念体现得非常透彻。“这

样的设计，使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理解历

史的演进， 从而形成历史的整体发展观。”统编教

材注重从对历史的叙述中增强学生的史料实证意识

和历史解释能力，涵养家国情怀，以史料实证作为

历史解释的手段与工具，以家国情怀为依归。

2. 按照时序编排，展现历史脉络。

对于已习惯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教材（包括必

修一二三）、选修教材（重大改革、历史人物评说、

战争与和平）的一线教师来讲，统编教材最大的特

点可能就是通史模式。之前所使用人教版必修教材

是按照大专题的模式，分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三册，再以小专题的形式分别论述中外历史在各方

面的进程。如果说人教版必修教材没有时序观念、

没有体现时空观念，也是有失公正的。举一例说明，

在人教版必修一第一单元中，便是以中国古代历史

进程论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故而，大

专题与小时序相套嵌是人教版必修教材的特点。开

始使用于 2019 年秋季的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按照通

史的模式，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下两册简述中外

历史进程，由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

史和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构成，编写采取详

今略古原则。中国古代史分成４个单元共 15 课，中

国近代史有 4 个单元共 10 课，中国现代史有 2 个单

元共４课，另加一个活动课，总共30课。世界古代史，

总共24课。以小时段为中心，介绍各自在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利用此大通史原则叙

事，有利于展现历史的脉络。

3.知识点“博”与“专”并重，内容涵盖面广。

统编教材的知识点涵盖面非常广，这可以从教

材的课目看出来。《中外历史纲要》上册共 30 课，

每课之下分为 3到 4目不等。除了《中外历史纲要》

两册之外，统编教材备配有选择性必修教材，分《国

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和《文化

交流与传播》3 册，还要求各地区、学校根据自身

条件和要求，自行编订校本教材——《史学入门》《史

料阅读》，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补充。从历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特点及使用策略刍议
石阡县石阡民族中学  赵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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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知识的量上来讲，统编教材远较人教版必修教材

多。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下、选择性必修 1《国

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选择性必修 2《经济与社会生

活》、选择性必修 3《文化交流与传播》以及《史学

入门》《史料阅读》，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高中历史

课程的学科体系。从中学历史教学和教材建设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学科体系，是建设中学历史教材

学科体系探索的良好开端，为今后进一步完善这个

体系打下了好的基础。

二、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之问题与难点

上述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所呈现出的特点或者优

点，为建设新时代中学历史学科体系做了良好开端，

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成为使用统编教材的难点，

或者说特点、优点本身也是难点与问题所在。据研究，

统编教材存在以下问题或者难点：

1. 总体容量偏大。统编历史必修教材中，除去

活动课，上册共 29课，下册共 23课，其总量偏大，

会导致教师教学时数不够，课程紧张。而且带有

“和”“与”的课题中比重超过一半，这说明每一

课需要讲解的知识点就非常多。

2. 内容涵盖面广。由于统编版教材按照时序编

排知识点，即所谓的通史模式，每个时段皆包括政

治治理、经济、思想文化等内容，这相较于人教版

必修教材来讲，其内容涵盖增加了不少。对于每个

历史知识点的讲解，统编教材也更为详细。每课还

设有如下栏目：“本课导入”“学习聚焦”“史料

阅读”“学思之窗”“历史纵横”“思考点”“图表”“探

究与拓展”，对知识点进行补充说明，这无疑更加

大了内容的总量与知识点的涵盖面，增大了一线教

师掌控教材的难度。

3. 知识点分布密集。统编教材每课的知识涵盖

量很大，知识点也会很密集。以《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一单元第四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的巩固》为例，课文中出现的年份有 8 个、历史

人物有 14 个、涉及到的历史概念多达 30 个。从历

史解释的角度来讲，对历史专有名词进行解释，这

是每堂课所必不可少的，但如此密集的知识点，很

多老师会望而生畏，难以抉择，抓不住重点所在，

而导致出现对核心素养落实不到位、课堂效率低下

现象的出现。

4. 课文较为浓缩。由于总体容量大、内容涵盖

面广、知识点密集、教材文本限制等原因，统编教

材在课文文本方面出现“浓缩”现象。在笔者看来，

这恰恰体现出了“教材”的特质，教材毕竟不能像

史学论著那样，能有广阔的空间对某历史事件进行

详细的论述；恰恰相反，教材需要的是提纲挈领地

点出来。但统编教材之概括程度非常高，有些课文

的叙述高度概括，每句话皆是一个知识点，但又缺

乏具体内容的叙述，显得很抽象。以《中外历史纲

要（上）》第二单元第八课《三国至隋唐的文化》

为例，“北朝贾思勰著述 的《齐民要术》，是中国

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西晋杰出地图学家裴

秀绘制出《禹贡地域图》，并提出绘制地图的方法。”

在这两句简短的描述性话语中，包括了“北朝” “贾

思勰”“《齐名要术》”“西晋”“地图学”“裴秀”“《禹

贡地域图》”等 7个知识点，可见其概括程度之高。

如果教师或者学生之知识储备不充分，那么对知识

点的理解便会出现偏差。

三、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使用策略

上述所言统编教材之特点及问题所在，会造成

一线教师在使用过程中难以把握的情况。面对总量

如此大、知识点涵盖广、分布密集的情况，如果不

转变教学思路与方法，我想大多数的教师都难以高

效地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学生也记不住如此多的

知识点。那么，作为一线教师使用新教材，就必须

要有新的教学观。历史教学的价值并不只是让学生

记住所有的知识点，而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让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到发展。要让学

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针对具体任务开展探讨活动，

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历史教学内容，教师没有

必要全部讲解。历史教材不是历史的全部，只是一

种教学资源，一线教师没有必要被束缚手脚，应该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可以在

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做适当的取舍，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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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用时空观念贯穿教学。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

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任何历史

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

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能对史实有准

确的、客观的理解。时空观念是对事物解释、分析、

理解的前提；是对事物知道、了解、掌握的基本线索；

是对事物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统编高中

历史教材最大的一个特点，即是用通史的模式叙述

中外历史发展，实质上就是全面贯彻时空观念。以

时序观念为纵线，展开叙述各时段中外历史在政治、

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具体情况，再以空间观念为

横线，叙述世界各地区在相同时段的发展情况。

在使用新教材时，我们可以以时空变换为线索，

运用时间轴线和历史地图，梳理历史发展的基本脉

络；运用大事年表和思维导图，了解历史发展的变

迁因素；运用阶段续表，解释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几乎每一课都有历史地图，

这可以很好用来构建学生的空间观念。运用时空观

念架构新教材，要特别关注每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

征。让学生掌握了阶段特征，有利于理解该阶段内

其它历史知识，有助于自主学习。

2. 适当取舍，整合教材。

《课程标准》中的必修内容为 24 个学习专题，

而教材将其整合为 19 个单元，说明《课程标准》有

适用性与可塑性，在教学过程中为了适应教学，也

可再度整合教材。其一，可以对每课的内容进行整

合。教材内容较多的课程，可以在研究教材的基础

上，根据课标要求与该课主题、选定课文内容中的

关键知识点作为教学内容，没有必要全面讲述。以

《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二单元第 6 课《从隋唐盛

世到五代十国》为例，教材内容分为三目：“隋唐

兴亡”“唐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安史之乱、黄

巢起义和五代十国”，课标的要求是通过了解隋唐

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民族交

融与区域开发。根据课标要求可知，此课的教学重

点在第二部分，即“唐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故

而可以整合为两个子母：“从隋唐到五代十国”“唐

朝的繁荣与民族交融”，这样既没有偏离课标，又

突出重点，提高了教学效率，学生更容易把握。其

二，对单元进行整合，每个单元皆由二到四课组成，

可以根据单元的主题，整体考虑各课的组合，打通

单元的内容，突出单元教学的重点，重组课时内容。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三单元为例，主题为“辽

宋夏金多民族政权的并立与元朝的统一”，包括“第

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第

11 课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第 12 课辽宋夏金

元的文化”，可以将其整合为三个专题：专题 1：宋

辽夏金元的政局。专题2：宋辽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专题 3：宋辽夏金元的文化。单元整合需要教师对教

材内容非常熟悉，并非简单的拆分、组合，而是要

根据课标要求，将教材知识融会贯通。

3. 做好与初中教材的衔接。

国家统编教材编写组“在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时，

是参考了统编初中历史教材的，尽可能注意到对历

史内容的基本提法上不矛盾、不冲突；初中历史教

材对历史过程写得比较细，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偏重

提纲挈领，简要讲述史事，注重结构化的提升和培

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故而在高中历史的教学过

程中，教师要注意区分课程的重点，初中历史已详

细描述了历史事件之细节，高中历史应把重点放在

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提升理解、分析历史

原因与影响能力方面。

4. 做一名适应新教材的高中历史教师。

随着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在全国范围内的试点、

推行，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及时

更新知识储备，重构知识体系。常言道：“给学生

一滴水，自己需要一桶水。”面对总量如此大、知

识涵盖广的新教材，我们遇到的问题一定会非常多。

为了更好地适应教学、提高课堂效率，我们只有自

觉吸取学界研究新成果，把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不

断提升自己。

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已经开始在部分省份试行，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只是时间问题。当新教材来到我

们的课堂时，教师应该尽快主动适应新教材，理解

新教材， 掌握新教材，适当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贯彻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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