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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入

（展示“中国梦”的幻灯片，并播放背景音乐）

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民族也都有

自己的梦想。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 18 世纪，随着西方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 古老的中

华民族蹒跚落伍了。 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的中国

梦，先驱者们是怎样去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的？这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题。

（展示课题：顺乎世界之潮流）

二、新课

教师：当现代化的潮流逼近中国时，国人是否意

识到世界的这种新变化呢？ 看看这两幅图片就会了

解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的思想状态（见图 1，图2）。

[展示材料]

观察以上图片，思考：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的思

想状态是怎样的？

学生：观察、思考、回答。 （图 1：华夏是世界的中

心，盲目自大等。 图 2：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等）

教师：点评，总结，过渡。

图 1 是我根据冯友兰先生的描述绘制的三个同

心圆。 它反映出当时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体系，“华

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华

夏以外的民族仍生活在野蛮的半开化状态， 这显然

与事实相反。 这种“贵华夏，贱夷狄”的华夷文化观，

“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与

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大。

图 2 让我们想起了清朝百年文字狱。 他使读书

人战战兢兢，绝口不谈政治。中国又缺少了一批思考

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仍有一批先进的中国

人，难能得睁开了眼睛，并提出了可贵的师夷主张。

（一）难能的“睁眼”，可贵的“师夷”

1.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教师： 其中林则徐就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

人。 他睁眼看世界的表现有哪些呢？

学 生：打 探 西 方 情 报；编 译《四 洲 志》《华 事 夷

言》。

教师：（总结）《四洲志》 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

书籍，《华事夷言》则是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

这样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展示林则徐被贬至新疆前，仍委托魏源翻译书

籍的幻灯片]

教师：1841 年，林则徐被贬至新疆。 可贵的是在

去新疆之前，他仍没忘把接力棒交给魏源。这让我想

起林则徐的名言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

之”，这是一种怎样的爱国情怀！

当然魏源也不负重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

写出了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著作 《海国

图志》，并在书中提出了可贵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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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展示材料]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

兵练兵之法。

———《海国图志·议战》

问题：根据材料，概括魏源“师夷”的内容，并结

合教材思考其意义。

学生：阅读、思考、回答。

教师：（点评、总结）由此可见，魏源主张学习的

主要是西方的先进的器物。 但是它却是对几千年来

“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心态的一种挑战，迈出了近

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这样一本启蒙书的命

运如何呢？

[展示《海国图志》不同命运的幻灯片]

问题：海国图志在国内是一片孤寂，甚至有人主

张将其付之一炬。 而传入日本却风靡一时， 焕发荣

光，成为日本维新人士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一本新书，

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不免让我们想到些什么？

学生：思考、回答。 （中国封闭、自大等）

教师：（点拨、总结、过渡）封闭就是对外界事物

的排斥，对新事物的排斥，这让我们认识到“接纳新

知，尊重新事物”的重要性。

正因为盲目自大，排斥新事物，中华民族丧失了

20 年的宝贵光阴。 20 年之后，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

争，当曾国藩面对《北京条约》“阅之不觉呜咽”，奕䜣

目睹圆明园的大火“痛哭无以自容”时，他们才力排

众议，小心翼翼地将“师夷”的主张付诸实践。最终以

他们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

下，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设计意图]对历史史实和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并

得出理性认识， 是历史课标对高中学生提出的能力

要求。通过对《海国图志》不同命运的对比，激发学生

的思维碰撞，在探究和思考中，得出“接纳新知，尊重

新事物”对国家命运的重要性，在过程中塑造学生优

秀的思想品质。

3.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展示漫画]

教师:“中学为体” 就是以封建制度和纲常为国

家根本，而“西学为用”则是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

术作为富强之手段。请看漫画，这种嫁接能使中国走

上富强的道路吗？

[展示签订《马关条约》和《时局图》的图片]
教师：（讲解背景， 承上启下）1895 年的甲午中

日战争，泱泱中华败给了弹丸之地的东洋日本，宣告

了洋务派富强梦的破灭， 这又是对中国传统心态的

一次沉重打击。 紧接而来的瓜分狂潮使中国陷入了

深重的民族危机。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 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资

产阶级维新派从迷梦中终醒，他们走上了历史前台，

大呼“变亦变，不变亦变”，一场维新思潮在中国大地

上兴起。

（二）迷梦终醒的维新：变亦变，不变亦变

1.大师赏析（小组合作）

教师：（组织探究活动，提出要求）前后四人为一

小组，第一组研究康有为，第二组研究梁启超，第三

组研究谭嗣同，第四组研究严复。

探究途径：提取教材有效信息；阅读学案上的参

考资料；小组交流。

小组分工：一人做记录，一人发言，其他人补充；

小组间共享研究成果、互相点评、解答疑问。

补充：鼓励在探究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疑问。

通过自主合作学习，最终完成对维新思想、特点

及影响的探究。

学生：分组发言、小组间互相点评、互相解答提

出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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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引导、点拨、组织、并提供需共同分析和

欣赏的内容）

通过史料，集体探讨康有为思想的特点；通过朗

读欣赏的方式， 突出梁启超对维新思想的鼓吹及影

响；通过履历表，提取谭嗣同激进思想下的忧国忧民

和敢于奉献的精神；通过分析史料，突显严复思想的

启蒙作用。

维新变法第一人———康有为

学生：小组交流、回答康有为思想内容及影响，

并提出疑问：“康有为为什么要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宣

传变法？ ”

[展示材料]
材料一：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 抓住了孔

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布衣改制， 事大骇人， 故不如与之先

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问题： 康有为为什么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宣扬维

新思想？

学生：阅读、思考、回答（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

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等）

教师：（引导、点拨）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儒家

的思想居正统地位，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维新思想，

是康有为的策略。第二则材料“布衣改制，事大骇人”，

说明当时变法的阻力很大，康有为才假借先王。而反

过来则说明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

“舆论界天之骄子”———梁启超

学生：小组交流、回答梁启超的思想内容及影响。

[朗读欣赏]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则通，通则久。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

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通议》

教师：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文学大师

的思想， 我们有必要来齐声朗读一下他的经典之作

《变法通议》的片段。

学生：齐声朗读。

教师：梁启超用他饱带感情之笔，写雅俗共赏之

文章。他用他的笔头传播维新思想，促进了青年知识

分子的觉醒，他被称作舆论界天之骄子。

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

学生：小组交流、回答谭嗣同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教师：对于谭嗣同，除了了解他激进的思想，更

应当接受他精神的洗礼。

[展示材料]

问题：1896 年，谭嗣同面对《马关条约》写下“四

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到 1898 年甘愿成

为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你从谭嗣同身上看到

了哪些宝贵的精神品质呢？

学生：思考、回答。 （爱国、奉献等）

教师：（总结）他 33 岁的短暂人生犹如划过天空

的彗星，他那忧国忧民的精神和甘于为国家的前途

和命运奉献自己的精神，永远照耀着后来的中国人。

中国启蒙思想第一人———严复

学生：小组交流、回答严复思想的内容及影响。

教师：（点拨、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在读《天

演论》时，就像一头黄牛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只顾着

吃。由此可见，严复的思想给了其后的爱国青年一种

全新的世界观，《天演论》“像野火一样， 延烧着许多

人的心和血”，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设计意图]人教版必修 1 和必修 2 都未涉及维

新变法，维新变法思想是本节的重点。 同时，只有对

维新思想内容及特点的深入了解， 才有利于本节难

点的突破。

思想史较为深奥，学生个体自主学习较难理解。

人物思想的影响与思想背景、思想内容紧密不可分，

同时为了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思维，在突破难点

的方法上采用归纳思想主张、 分析思想特点与探究

思想影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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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思想代表了维新思想的核心，是重点。对

于梁启超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文学大师的思想，我采

取让学生朗读的形式，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去体会

和领悟他的思想及其影响，同时也体验这位学术大

师一泻千里、大气磅礴的行文风格。

过 渡：至 此，从 林 则 徐 到 严 复，这 样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爱 国 者，前 赴 后 继 用 他 们 的 勇 者 之 智 去 追 逐

民 族 独 立 与 富 强 的 中 国 梦 。 这 里 我 们 很 有 必 要

从 纵 向 去 观 察 和 分 析，先 驱 者 们 探 索 所 呈 现 的 趋

势。

2.分析先驱者探索呈现的趋势

[展示幻灯片]

问题：这些先驱者们的探索呈现怎样的趋势？请

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分组讨论，作好成果记载，并要

求语言精炼。

学生：小组讨论、回答。 （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

度、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等）

教师：（引导、点拨、总结）这种由浅入深的过程，

也反映了国人对世界潮流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 不

管是学器物，还是学制度，他们都是在追逐世界现代

化的浪潮。 同时，探索的主体越来越广泛，由地主阶

级扩展到资产阶级维新派。

[展示戊戌六君子的幻灯片]
过渡：但是面对顽固而强大的封建势力，维新思

想指导下的戊戌变法在菜市口的刑场上画上了休止

符。

痛定思痛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喊出了“欲

独立，不可不革命”。 一场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在中

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三）痛定思痛的民主共和：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展示幻灯片]

学生：课后阅读，完成学案表格。

教师：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资产阶

级革命派民主共和的方案得到初步实现。

三、小结

[展示幻灯片]

教师：总结本节所学习的内容可以看到，在追逐

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有这样一批追梦人、逐浪者，

他们围绕着一个“变”字，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思想。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从维新变法再到民主共和，

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这样的思潮一个接一个，前

赴后继。

而今的中国已经由弱变强。 作为青年学生的我

们，则应当去思考“怎么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

大，去引领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就需要从先驱者

们变化的思想中，去提炼那永恒不变之精神。

请大家拿起笔， 把本节课学到的不变之精神提

炼出来，写到自己的学案上，以此来勉励自己。

[设计意图]本节课通过三个部分展开，从“难能

的‘睁眼’，可贵的‘师夷’”到“迷梦终醒的维新：变亦变，

不变亦变”，再到“痛定思痛的共和：欲独立，不可不

革命”。 三个部分，既突显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内容

的变化历程，又突显了近代中国人心理的变化历程。

最后，结合现实国情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已经由

弱变强）和青年学生肩负的历史重任，让学生从先驱

者变化的思想中提炼出永恒不变的精神。
（作者单位：重庆市实验中学，重庆 4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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