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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走癞 

【人t毫一 ·开栏一 】我们生活的世界，纵看是历史，横看是社会。故历史教 
育 ，实 即服 务 于我们 生 活 与人 生 的教 育 。人 民教 育 出版 社历 史 室与 本刊 编 辑部 合办 的 

专栏 “人教 走 廊 ．亦 即 “借助 历 史进 行 人生 教 育 的走廊 ” ． 旨在 围 绕人教 版 历史 教 

科 书 ，用 全新 的 理念 、开 阔 的视 野 、鲜 活的 思 想 、有效 的办 法 ．来解 析 内容 、设 计 教 

学 、 实 施课 程 、反 思 教 学 、 评估 学 习 ⋯ ⋯ “人 教 走 廊 ” 应 是 多 姿 多彩 的 。编 、读 、 

教 、 学诸 方同 仁 ，漫 步 其 中 ，撰 稿 参 与 ，阅读 思 考 ，交流 协 商 。互 动 互助 ．广盖 教 

学 ，对理 解历史 、感 悟人 生、服 务 生活发 生积极 作 用 乃 专栏 之最大 愿望 矣 。 

深挖拓展：有效备课的路径选择 
以人教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复习课为例 

。 霍建山 

教材 是课 堂教学 的重要 依据 和参 考 ，抛弃 教 

材 ，或对正文 以外 的辅助栏 目视而不 见，一 味求新 

求异 ，这种做法显 然是不明智 的。但在 目前 “用教 

材教 ，而不是教教材 ”的教材观和高考 “依据教材 ， 

但不拘泥于教材 ”的命题原 则下 ，单纯依靠 教材也 

是不可取 的。随着 课程 改革 的深入 ，教师发挥主观 

能动性 ，在深挖用足教材 的前提下 ，通过对挖 掘史 

事问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知识结构 、通过不 同史观多 

元解读找准定 位 ，通过历 史细节激发 学生兴趣 ，加 

深其对教学内容 的理解 ，不仅成为课 堂教学 的必然 

趋势 ，也是适应高考的必然要求 。下面笔者结合人 

教版必修 2“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课 ，就如何 

对教学资源的“深挖拓展”作一归纳与解读。 

一

、理清 线索 ，搭建结构 

《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标 准(实验 )》对本课要求 

较多 ，需掌握 的有 十一届三 中全会 、农村家 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以及 “十四大”等相 

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会议 。在反复 阅读 

和思考中可以发现，这些重要会议 、事件 、概念 等除 

时序上的先后外 ，还有一条一 以贯 之的线索 ，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建立过 程”，其 内部逻辑关 系是 

这样的 ：五十年代 中后期形成 的高度集 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 的发展 ，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 出 

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 内的改革 ，虽然说经济体 制改 

革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 ，但是 

当时改革的方 向还不 明确 ，所 以邓小平说 要“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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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过河 ”；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 突破性进展 ，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在高度集 中统一 的计划经 

济体制 内，创 造 了一 个充满 活力 的市 场 经济 的细 

胞 ；紧接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 见成效倒逼城市改 

革 ，直指城市改革 的“硬骨头”—— 国有企业。在农 

村和城市改革 实践 的基础 _卜-，改革 理论不断 突破 ， 

从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 ，到有tf-~U的商 品经济 ，再到 

社会主义市 场经 济 ，市场 经济 呼之 欲 出。邓 小平 

“南方谈话”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 “十四大 ”明确 

提出改 革 的 目标是 建立社 会 主义市 场经 济体 制。 

逻辑关系理清之后 ，复习课 的大致框架也出来了：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建国后，50年代中后期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JJ／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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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体神 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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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南方谈话”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 

二、多元史观 ，专 题链接 

从近代化史观角度看 ，“从计 划经济到市 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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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走廊 

济”一课 所在 单元 “中 国特色 社会 主 义建 设 的道 

路”，上承第三单元“近代经济结构 的变动与资本 主 

义的曲折发展 ”。鸦 片战争 以后 ，中国 自给 自足 的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发 

生发展让 出了空 间。在 外 国资本 主义 企业 的“示 

范”下 ，洋务运动迈 出了 中国近代化 的第一步 ，随后 

民族资本主义诞生 。但是 ，甲午 中 日战争的惨败 扼 

杀了洋务运动的强 国之梦 ，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 中 

国 ，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也步履 维艰。直到新 中国 

成立 ，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经济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国家 ，现代化 的任务远没有完 成。新 中国成立 后 ， 

现代化 的梦想重新起航 ，经济建设经历 了一系列的 

曲折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渐摸索 出 
一 条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现代化道路 ，社会主 

义市场 经 济体 制 的建 立 是这 一 道 路 的 重要 组 成 

部分。 

从社会史 观角度看 ，本单元 下接第五 单元 “中 

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意在体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 的道路 ”给 民众 生活带来 的巨大变 迁 ： 

丰富的饮食 ，五彩 缤纷 的服饰 ，不 断改善 的住 房状 

况 ，遍布全 国 的铁路 、公路 网，火车机 车升级换 代 ， 

世界首屈一指的电话 、手机 、互联网用户拥有 量，报 

刊、影视事业 繁荣发展等 ，无不彰显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建设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勃勃生机。 

从全球史 观角 度看 ，本 课 内容 也 与第 八单 元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紧密联系。世界 经济 的 

全球化首先是 市 场经济 的全 球化 ，两极 格 局 瓦解 

后 ，绝大多数 国家实行 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要发 

展 ，中国的市场 就需 要 向世 界开放 ，中国也需 要融 

人世界市场 ，这些都要求商品资源配置必须 以市场 

为主导。正是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过程 中， 

中国和世界实现了 良性 的互动 ，只要对生活稍加注 

意 ，就可以发现身边 的“洋玩意儿”无处不在 ，而“中 

国制造”也遍布全球 ，所 以，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 

“全球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其过程是 中国与世界 

的互动 ，是世界潮流推动中国发展 和中国主动追赶 

世界潮流以求发展的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看 ，本课作为经济 

史模块 的重要内容 ，与必修 1“民主政治建设 的曲折 

发展”、必修 3“新时期的理论探索”也密切联 系，经 

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 中全会 

以后 ，民主、法治建设不 断发展 、完善 ，民主、法治的 

发展 、完善反 过来 又为经济 体制改革保 驾护航 ，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都是在改革 实践 

呷髫厥文教学参考 

中建立形成 的，理论 反过来 又指导 了改革 的实践 ， 

体现 了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的相互作用。 

从多种史 观人手多元解 读 ，建立专 题 间、模 块 

问的内在联 系，把握本课在 中 国史、世界史 中 的定 

位 ，对于构建完整 的知识体 系，开阔学生视野 ，提升 

历史思维能力都是有益的。 

三、整合教材 ，深 挖拓展 

同一课程标 准指导下的各版本 教科书在具体 

教学内容表述上各有 不同，关 于“从计划经济 到市 

场经济”一课 ，人教版相关表述理论性 、概括性强 ， 

具体史实性材料单薄。如“小 岗村十八户农民秘密 

协议包产到户”是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的标志性 

重大事件 ，但 限于篇 幅，教科 书仅作 简单 的文字 陈 

述 ，不g,-易给学生 留下深刻的印象。复习教学时不 

妨在投影上呈现该协议 ，再引导学 生对协议 内容做 

具体分析 ，使学生从感性与理性上对这一事件做全 

方位的认识和体验。图片和分析如下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品号 为 GB54563的藏 品为 

一 纸契约，这就是安徽 省凤 阳县梨 园公社小 岗村农 

民“包产到户”的“地下协议”。协议 内容为 ：“我们 

分 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以后 能干，每户保 

证 完成每年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 向国家伸手要 

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 员 

也保证把我们 的小孩养 活到十八岁。”签订 协议 的 

时间是 1978年 12月，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协议上有 印章、有 手 印，说 明是村干部和农 民共 同 

参与；分田到 户，就是包产 到户 ，意味着 多劳多得， 

自负盈亏。这样 可 以调 动农 民的劳动积极 性。但 

是 当时人民公社体制是 已经写进宪 法的内容，搞包 

产到户是违宪违 法，有坐牢杀头的风 险。小 岗村村 

民“铤而走 险”的 自发行为在得到政府支持 后得 以 

广 泛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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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季厥更糍零磐霉 人教走癣 

“ 帼趣励’’一 擘 循暑 
。 陈 倩 郑 雯 

关于 “太平天 国运动”一课 ，课 程标准 的要求 

是 ：“了解太平天 国运 动的主要史实 ，认识农 民起 义 

在民主革命时期 的作用与局 限性 。”由于笔者所 在 

地方未将 “太平天国运动”列入高考考点要求 ，因而 

给了教学探讨和教材整合更大的空 间。而且 ，学生 

在初中阶段也学习过太平天 国运动 内容，并 在 中考 

试题中有体现。因此 ，我们选择 了将本课设计为一 

堂学法指导课 ：除对太平天国的史实进行 回顾及运 

用革命史观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评价外 ，重点 了解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洪秀全 ，指导学生通过 

研习相关材 料学 会评 价历史 人物 的方 法，以点带 

面，让学生从“学会 ”到“会学”。 

【教材分析与设计理念】 

太平天 国运动发生于 1851年 ，是鸦片战争爆发 

后 中国社会矛盾激化 的集 中体现 。由于社会环境 

的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表现出与以往农 民运动的不 

设计与思考 

同特点。作为近代 中国反侵略 、求 民主的潮流中的 

农民运动 ，也体现了农 民阶级 向西方寻求 真理 的探 

索 ，也为以后民主革命 的发展提供经验与教训。关 

于洪秀 全 这 一 历 史 人 物 的评 价 ，不 同时 期 也 有 

区别—— 

时间 评价 主要代表 主要观点 出处 

罗 尔纲 ：从 金 田 

肯定、美化 罗尔纲、 起 义起即已妻妾 《太平天国 

1949—1976 郭廷以、 成群的洪秀全生 史》，中华书 
甚至拔高 

简又文 活严肃，荒淫之 局．1991年版 

说是敌人的诬蔑 

陈致平：洪秀全等 

人⋯⋯始终建立 

陈致平 不起一个健全合 《中 华 通 

20世纪8O 开始出现 [台湾]、 理 的 政 治 组 织 史 》，国防 

年代以后 批判之声 冯友兰、 ⋯⋯享富尊荣，经 部出版社． 

钱 穆 不住 物欲的诱 惑， 19 8(】年版 

与权势的冲突，竞 

自斗而亡⋯⋯ 

笔者所教授的学生普遍生于 1995年以后 ，且成长在 

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本课 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 

系不多 ，学起 来难免感 到枯 燥。这 时，一段 幽默生 

动的讲述也许能激 发学生 的兴趣 和思考。如介 绍 

国有企业宁江机床厂的改革创新之路 ： 

在国家物资总局一负责人办公室里，宁江厂的刘 

伦宝厂长与该负责人进行着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 

刘厂长 ，你看过马克思著作没有? 

— — 看过 了一些 。 

那你知不知道机床是生产资料? 
— — 知道 。 

马克思说生产资料不能随便买卖，你知不知道? 
— — 知道 。 

那你们为什 么要登广 告销售机 床 呢⋯⋯你是 

不是、是不是⋯⋯想向马克思挑战呢? 

— — 你句句话不 离马克思，难道什么事情都 要 

马克思说 了才干?马 克思知不知道 宁江厂要从 江 

苏南京迁 到 四川灌县 来?马克 思知不知道很 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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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要我们的机床 ，我们的机床又不能卖? 

另外 ，日常教学或复习备考 时不妨取各版本教 

材之长 ，充分整合 ，综合运用 。如关于乡镇企业 ，作 

为经济体制改革不 可或缺 的一环 ，岳麓版教科书 以 

简短的文字和数据罗列 的形式对 乡镇企业 的快速 

发展做了说 明；关于 国有企 业改革 ，岳麓版 教科 书 

选用了宝钢改制走市场化道路做 大做强这 一典型 

素材 ；“解析与探究”部分提供的两则对市场经济看 

法相反的材料 ，对学生理解计划 与市场 的关系也有 

所帮助 。 

以上是笔者设计与实施人教版必修 2“从计划 

经济到市场经 济”复习课 的大致情况 ，当然具体课 

堂实施 中还有很多应该注意的问题 ，如能否在有 限 

的时间内完成相对较多的教学任 务，能否 上出有历 

史味的课堂、上 出有新 意的复 习课 ，能否体 现新课 

程高考的要求等等 ，除课 堂实践 的检验 ，也需要方 

家的指导和引领。 

(作者地址／江苏省昆山中学，21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