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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单元复习课三维目标优化策略
———以《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一课为例

章 银 杰
( 苏州园区第二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121)

摘 要: 课堂教学的效度，关键在于三维目标的教学实施程度。时下，高中历史课堂三维目标的优化施行，理论

阐述偏重较多，案例叙述明显不足，尤其是单元复习课。基于此，以《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单元复习课为

例，从核心目标的问题化设计、内容的主干化梳理、学生参与度的重视提高等三方面，对其优化策略试作些许探讨。
关键词: 高中历史; 三维目标; 单元复习; 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33． 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7836( 2014) 03 － 0082 － 03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开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依据布鲁

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理论，新课改中提出和强调了以知识和能

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内容的课堂教学目

标。紧扣此三维目标是落实新课程理念的基本路径，当然也

是提升和衡量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

缘于此，高中历史课堂中，如何将三维目标优化整合，使

其融为一体，就成为教师教学设计和实施的首要着力点。纵

观当下历史课堂教学研究现状，主要偏重于理论阐述，案例

操作与反思滞后，实践层面叙事显少，特别体现在时少量大

的单元复习课中。笔者认为，课堂教学目标的优化实践，教

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契合，绝非是三个维度的简单

相加，而应是以知识和能力为主线，在过程和方法中，渗透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结合教学实践，就此，以《近代中国的思

想解放潮流》的单元复习为例，笔者试从核心目标的问题化

设计、内容的主干化梳理、学生参与度的重视提高等方面作

点滴探讨，以祈方家指正。

一、有效性: 核心目标的问题化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教学目标是否有效，教

学目标是影响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前提。其确定、实施和

达成度，是有效性课堂教学的至要标准。整合优化三维目

标，首先要凸显教学核心目标，认真研究并将其精细化、问题

化，作为教学设计的基点，这一点复习课更为重要。

课堂教学核心目标的定位。《历史课程标准》确定的课

程目标是:“1． 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

思想历程，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

起的作用。2． 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

国思想解放的影响。3． 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江苏省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中的教学目标，即“学习要求”
是:“1． 了解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

等有识之士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把握近代中国思想

解放的历程。2． 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进程中

所起的作用。3． 感受主动向他人学习和积极进取的快乐，形

成乐学善学而不盲从的态度，将学习西方与爱国主义、将爱

国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4． 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并举出相应的代表作。5． 探讨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

解放的影响。6． 用批判的眼光来认识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

化的批判，用赞赏的态度来认识新文化运动在解放思想方面

的传承和发展价值，养育崇仰思想先驱的感恩情怀。7． 简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开始传入、广泛传播到成为主流思潮这

一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史实。8．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

泛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

大意义。9． 概括并评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

克思主义所做的努力，体会他们为信念而奔波实践的精神。”

相比而言，《江苏省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在课程目

标上一方面严格遵循《历史课程标准》，另一方面又对《历史

课程标准》目标进行了细化、扩充和升华，使新课程目标更加

符合普通高中的教学实际，但对于单元复习课而言，就稍显

繁杂。于是，笔者对本节复习课进行了“课标定位”，确定教

学的核心目标:“1． 了解各种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原因，分

析比较各种思想内容的联系与区别，理清近代思想解放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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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脉络，完整地建构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框架结构。2．
归纳每一历史阶段向西方学习的特征，认识到由器物到制

度、由立宪到共和的递进过程，理解各时期先进思想在中国

近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影响。3． 养成批判的眼光和赞赏的

态度，联系现实，理解思想解放对于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意

义。”
核心目标的问题化。核心目标的确定初步完成了对教

学目标的化繁为简、去粗取精，但其实施和达成，还有赖于向

明确的学习目标的进一步转化。也正因为此，新课程特别关

注和强调要改变传统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

调通过教与学要求学生逐渐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在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

观。从教师定位的教学目标到学生明晰的学习目标的传递，

核心程序就是问题，“是教师的提问，学生的回答，经常还有

教师对学生的回答所做出的反应。”［1］因此，本课教学设计

时，围绕核心目标，基于认知规律，从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评价到创造的递进式思维层次出发，通过采取学生分组合作

讨论的方式，以问题链形式，笔者设计了系列问题:“师夷长

技表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停留在什么层次? 从它发展到仿

制度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中国维新变法思想的基本内容?

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什么要打着孔子旗号? 其思想

特点形成原因有哪些?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

进程中有怎样的历史作用? 根据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谈

谈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对于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打

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有人赞成，也有人认为不妥当，你认

为如何? 据此你认为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如何理解孔子

和儒家思想在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同命运? 比较

新文化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异同。”这样，将核心教学目标

就细化、明确为学生应该达成的学习目标，而且按照由易到

难、由简到繁的顺序设计问题，促进学生敢于回答或能够回

答问题［2］，即关注了思维过程和方法，在思考过程和解题方

法的具体训练中，伴随教师的适时适当的引导，又可落实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目标。尤须注意的是，课堂教学设计和

实施中，确定三维核心目标并将之问题化时，必须注意把三

者看成是互相交融渗透、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当然在具体

课题上也可以且应该有所侧重。
与传统教学观相比，新课程特别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教师是主导，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活动是师生对教

学内容的重新建构、融通、整合、方法探究和情感互动的过

程。故而，教学过程中应从学生主体地位出发，利用多媒体

辅助教学手段，通过创设情境、合作学习、互动讨论等教学方

法和策略，力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真正

参与到课堂中来，通过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同学之间的亲

密合作，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来落实教学目标，在三维核心

目标的统一性教学实施中，力求做到基础知识、能力培养和

情意教育三位一体。这就要求，首先，在教学内容的优化整

合上，必须围绕核心目标，凸显教学主线和主干知识。

二、主干化: 教学内容的整合

历史知识并不是历史教学的终极目标，但却是锻炼历史

思维能力、培育情感、塑造价值观的载体和本源，否则，一切

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课堂上对其处理是否恰当

是能否达成三维核心目标的关键。
由于新教材的编写采取模块、专题形式，而每个模块、专

题又是自成体系的，这就要求单元复习课中我们要提高效

率，那就须在教学设计时对各模块、专题内容进行完整准确

的把握，大胆整合、取舍，加以优化，突出教学主线，使其主干

化、集约化、结构化、层次化，以求“形散神聚”之效。
就模块内容整合而言，且以必修三为例。在教学设计

时，笔者对其知识体系重新加以梳理，重构如下四条主线。
主线一: 古代中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西

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主线二: 近现代中外思想: 近代中国的

思想解放潮流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以及 20 世纪以来中

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主线三: 中外科技: 古代中国的科学

技术、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

辉煌。主线四: 中外文学艺术成就: 古代中国的文化、现代中

国的文化、19 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由此，主题就更明

确，重点更突出，结构更清晰，层次更分明，不仅利于教师的

教，更利于学生的学。
专题复习时，这一方式更必要，也更有效。本课的单元

复习，涉及 3 节内容，容量大，因此课堂上知识处理详略得

当，否则，处理失当，学习目标就难以落实。鉴于此，笔者在

知识点的处理上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以

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本质历程为纲要，选取每段历

程中的代表性历史事件，分析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思想主

张、主要活动及其结果或影响，以如下表格形式简明地呈现

出来。
单元知识体系构建

1． 器物层面( 学习技术) ———地主阶级

派别 代表人物 思想主张 主要活动 结果及其影响

抵抗派
林则徐、魏

源

“师夷长技

以制夷”

编译 书 籍 介 绍

西方、仿制新式

武器

揭开了近代中国

人向西方学习的

序幕

洋务派
曾国藩、李

鸿章等

“师夷长技

以自强”
掀 起“洋 务 运

动”

最终破产，但客观

上促进了中国社

会近代化进程

2． 制度层面( 仿行制度) ———民族资产阶级

派别 代表人物 思想主张 主要活动 结果及其影响

维新派
康有为、梁

启超
君主立宪

与顽 固 势 力 论

战; 发动“戊戌

变法”

结果失败，但促进

了思想启蒙

革命派 孙中山 民主共和
与保皇派论战;

发动辛亥革命

推翻封建帝制，建

立中华民国，但革

命果实被袁世凯

篡夺

3． 思想层面———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掀起新文化运动

阶段 代表人物 主要内容 结果及其意义

五四前
陈独秀、胡适

等
提倡民主与科学

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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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代表人物 主要内容 结果及其意义

五四后
陈独秀、李大

钊等
宣传马克思主义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为中共的成立

提供了条件

如此处理，简捷明了，既理清了知识线索，又把握了重难

点，也不至于把复习课上成新授课，更主要的是培养了学生

归纳、概括等能力，历史思维得到了全面锻炼，知识与技能目

标落到了实处。同时，笔者特别重视学生的“学”，在学生

“学”的积极参与中，另外两个目标也得到切实的达成。

三、参与式: 教“学”方式的优化

陶行知先生有言，“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

是教学生学。”与传统教学注重教师的“教”、注重结果相比，

新课程理念特别强调学生的“学”，力倡“教会学生学习”、
“教会学生创造”的教学目的观。在路径选择上，按照罗杰

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的主旨，采用建构主义理论倡导

的“自主学习”的教学策略，强调学生“学”的三维性，即自主

性、合作性和探究性。这就要求课堂实践层面上，要从学生

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更注重对知识探究的参与过程和方法

的探究，更注意认知与情感、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动与受

动、外部物质活动与内部意识活动、个体与群体等诸多因素

的协调、平衡，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教

“学”方式，变接受式学习为研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

性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以促进其创造性和个性的

全面自由发展。
基于这一目标要求，教学设计和实施上，教师必须在情

景创设、探究引导、互动预设等方面充分着力，选取最适切学

生实际的可操作的教“学”方式和活动安排。就本课而言，

笔者作如下设计和实施。
1． 上课伊始，用多媒体投影出《南京条约》签订现场的

图片，然后引导学生回顾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

机，让其设身处地想一想倘若自己是一位生活在当时的有思

想的中国人，面对这一亘古未有之“惊变”，该如何应对呢?

待他们思考片刻之后，让部分同学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看

法。他们有的说要拿起武器坚决抵抗、有的要惩办腐朽的清

朝官员、有的说进行革命等等，莫衷一是。待到有同学提出

应该向西方学习时，就因势利导，进入了本课主题。通过如

此情境创设，使每个同学都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积极性得到

了发挥，都能自觉参与到了课堂中来。
2． 导入主题内容后，笔者首先引导学生从单元综述中归

纳出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本质历程，即从器物层面

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这一逐步深化的过程，从而

使其脑海中对单元知识形成总体框架的建构，这样高屋建

瓴，不但可迅速理清线索，整合基础知识，而且利于对知识的

长时记忆。之后，再用课件以表格形式投影出三个层面探索

所属的阶级力量，引导其分组归纳进行各个层面探索的政治

派别、代表人物、主要主张、实践活动、结果及其影响。这样

既调动、培养了学生合作探究的积极性和协作精神，也活跃

了课堂气氛，还锻炼了其知识归纳、概括和迁移能力，从而提

高了课堂效益。
须注意的是，学生三维性的学习过程中，在关注知识获

得和能力养成的同时，不仅不能忽略，还应特别重视学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塑造和培育。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说过，

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进个体的“道德生长”［2］。新课程

三维目标对此思想的包含和发展，即旨在把外在的知识内化

为学生个人的情绪情感，以形成良好的品德和人格素养。而

历史课因其学科的特殊性，更具优势，也更有责任。本课中，

笔者通过对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的情景创

设，使学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要

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的道理，理解今天思想解放与改革开

放的伟大意义; 通过对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曲折历程的

归纳和感知，使他们认识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并

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一唯物史观的内涵;

通过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又一批优秀历史人物勇于追求

真理，不惜生命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崇高精神的学习，培养同

学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爱国主义热情。对于有人因为这一

目标难以通过学业评价方式反映出来，就干脆舍弃的功利

性、短视性行为取向，要坚决予以抵制。
总而言之，单元复习课教学中三维目标的全局优化和有

机整合，要适切于学情、生情，着眼于课程目标和学习目标的

落实，立足于优质高效课堂的打造，服务于每一位学生的长

远发展。在三位一体的共生性教学实施中，须凸显生本理

念，着力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和认知冲突的预设、生成，

推动学生的思维发展，落实新课程的教材观和学习观; 须突

出关注过程与方法，以能力提升为本位，强化学生的自主探

究和亲身体验，落实新课程的教学观; 须彰显历史学科的人

文性，以情意塑造为归宿，促进学生身心和谐，落实新课程的

人才观。笔者不揣浅陋，相信这也是课改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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