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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课组简介

高一历史备课组成员：
 汪俊杰（备课组组长）
 万维其（科教处主任）
 丁玲（工会主席）
 张兆金（历史教研组组长）
 赖冰（班主任）
 李永强（“地球知识局”成员）

年龄结构化
专长多元化
备课规范化

“新教学”
突破

每周二上午
备课组讨论



二、学理分析
1.核心概念（大概念）的内涵

  大概念也被译为大观念、核心观念、核心概念等。学科大概念 
是指向具体学科知识背后的更为本质、更为核心的概念或思想。
——顿继安、何彩霞《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设计》,《基础教育课程》,2019年第18期



二、学理分析
2.问题驱动教学法的内涵

  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家布鲁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以学生为
主体、以复杂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为学习起点，让学生围绕问题寻求
解决方案的一种学习方法。



3.核心概念与问题驱动教学的关系：统摄教学与有效认知

  解决知识碎片化问题的出路并非教学设计所需要的时长，而是掲
示教学内容之间怎样的关系。
——顿继安、何彩霞《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设计》,《基础教育课程》,2019年第18期

  内容多，知识点多，内容密度大，面面俱到，点到为止。同时，
史料的篇幅和难度也增加了。这可能是新教材的最大缺点，因为
不利于教学实施。

——周明学《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的特点及教学设想》，2021年8月18日线上讲座

二、学理分析



三、案例设计——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单元为例

1.课标解读

  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隋唐时期封建社
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
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

2020年取消高考大纲 课标即考纲 教考评一体化

了解：对学习事物有一定的记忆，是最低水平的认知学习结果教
育
心
理
学

认识：能够反映学习事物的特性与联系，并揭示该事物的来源
与影响

（核心概念：民族关系的发展）



三、案例设计
2.教材分析

（2）第5课教材分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江南地区的开发

设计构想：重点讲述乱世时代下北方的民族交融
与南方的地区开发。

（五胡入华—西晋被内迁匈奴贵族所灭） （北魏孝文帝改革） （十六国混乱—北民南迁）



三、案例设计
2.教材分析

（3）第6课教材分析：
  隋唐的兴盛与衰败
政治：贞观之治（鲜卑族—精悍刚勇）、民族和平交融（开明开放包
容—天可汗—羁縻怀柔）、安史之乱（突厥族粟特人）、藩镇割据与五
代十国（突厥族沙陀人）；
经济：大运河（游牧民族农耕化的趋势）、曲辕犁（江南地区开发的惯性）

设计构想：重点从政治和经济两大方面讲述民族交融
大背景下的隋唐精悍盛世。



三、案例设计
2.教材分析
（4）第7课教材分析：
   隋唐强化集权统治；隋唐增加财政收入（初中未学过）

（科举制—寒门庶族对决关陇贵族；
三省六部制—加强君主专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保证中央财政税收）

设计构想：围绕隋唐盛世背后的制度设计，重点阐述集权
的政治制度和适农的经济措施。



三、案例设计
2.教材分析

（5）第8课教材分析：
   宗教发展（大多未学过）；
   文学艺术的多元发展；
   科学技术的创新；
   中外文化交流

设计构想：聚焦民族关系发展中佛教与道教思想的发展传
播，阐释宗教思想影响下中华文化的新发展，彰显中华文
化的张力与包容。

（战乱下的宗教慰藉—外来佛教适应少数民族统治者入
主中原的心理—本土道教适应南方氐羌族汉化需要）

任世江：内容太杂
李惠军：博观约取-执简驭繁-减而不简

（佛教：书法；宗教画；唐诗；石窟；雕版印刷；中天、
中日交流等）
（道教：书法；宗教画；唐诗；魏晋玄学；东晋田园诗；
火药；中医药等）



三、案例设计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1）对比西汉、三国、西晋的形势图，少数民族空间活动？逐渐内迁

设计意图：以图叙事，前后联系传达动态过程，构建起丰富立体的历史叙事
（汪俊杰：《图画史料的意蕴 》，《中学历史教学》，2020年第11期），用问题引出汉至东晋十
六国的长时段叙史，驱动学生在乱世混沌中缕清系统而规律的历史“筋脉”。

为什么内迁？①东汉交好②战争需要③气候，中原吸引④西晋宗室内战



三、案例设计

（2）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
残酷的民族压迫、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北魏中期孝文帝如何缓解民族矛盾？①迁都洛阳②说汉语③改汉服④改
汉姓⑤尊孔子⑥倡通婚⑦均田制
民族交融的影响？①姓氏②服饰③饮食④畜牧业⑤交通⑥民间信仰⑦中
原武术⑧民族性格……

设计意图：由问题“神入”北魏孝文帝的处境，加强学生对民族问题的理解；
再由问题“跳出”当时情境，激发学生对民族交融长远影响的历史性思考。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3）江南开发的原因？①北民南迁②生产工具③技术④劳动力⑤资金
⑥经验⑦思想文化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庄稼成熟），则数郡
忘饥。会土（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
一金，鄂、杜（今陕西西安）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荆州，今湖北江陵，此处泛指长江中游）跨
南楚之富；扬部（扬州，今江苏南京，此处泛指长江下游）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森林）之
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沈约《宋书》

设计意图：选用教材中的文字材料，就地取材，就材设问，可行、经济地培
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
（周明学：《"就地取材"史料教学中如何"就材设问"》，《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8年第1期）。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积聚而多贫。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4）如何解释隋唐的大一统趋势？

身处乱世
中华动荡

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增加文化内涵

南方：北民趋利避害迁址南方，促进江南区域开发

民族向心力 经济内驱力 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

设计意图：驱动学生从民族交融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解释事物之间的
联系，有理有据地理解和解释后来隋唐大一统的历史必然。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1）李唐与塞外民族的关系？具有鲜卑血统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
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读透材料，增强实证意识，运用所学知识解读史料信息；
并能明白“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学习平等与包容。

（2）魏晋中原文化的“旧染”？偏安一隅，贪腐享乐，墨守成规

（3）隋唐励精图治的表现和措施？大运河、贞观之治、羁縻、曲辕犁

（4）隋唐盛极而衰的原因？勤奋精悍的游牧民族性格被穷奢极欲取代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1）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士族和门阀垄断官吏选拔，不利于集权统治

设计意图：抛开繁琐晦涩的史料，教师陈述史实和创设问题情境
（张兆金《在陈述史实上下工夫》，《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9年第5期），构
建思维交互碰撞的课堂生态。

（2）秦汉中央官僚制度出现过哪些问题？外戚专政，宦官乱权

（3）三省六部制为什么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各机构分工明确、
职责分明、相互制衡，自隋定制，沿袭至清
（4）唐朝政府的财政力量何以支撑起庞大的繁盛帝国？唐初均田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简化赋税名目，扩大收税对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1）魏晋南北朝道教、佛教流行原因？①社会动乱②慰藉和寄托③寺
院免税④统治者支持（梁武帝舍道释佛；唐高祖重视道教；武则天发扬佛教）⑤外
来宗教佛教更适应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心理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2）统治者灭佛的根因？宗教势力过大，寺院经济威胁政权统治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4）道教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书法；宗教画；唐诗；魏晋玄学；东晋
田园诗；火药；中医药等

（3）佛教对当时文化的影响？书法；宗教画；唐诗；石窟；雕版印刷；
中天、中日交流等

设计意图：在理解佛道内涵和发展的基础上，驱动学生将宗教与同时期其
他思想文化的发展联系思考，从整体的时间顺序和空间序列进行意义关联，
把握时代的发展线索。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三、案例设计

（5）道教佛教对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的意义？不同民族之间共同的信
仰，一定程度上消除各族的差异与隔阂，形成心理共鸣，为民族交融与
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设计意图：在本单元结尾，将宗教发展升华至民族关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
在本单元中首尾呼应，在学生心中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由问题驱动所形成
的核心概念解释。

3.问题驱动链设计例举



四、总结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