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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響足鼸 臑》教学
——

以
“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

教学为例

〇 胡楚晗

精准教学是顺应学生发展需要 、 不断引 领学

生接近学习 发展 区域的发展趋势 。 其核心是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学习 的有效性 。 近年来 ，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 中 的应用与发展 ， 精准

教学的落地实践已成可能 。 笔者认为 ， 要实现精

准高效的教学 ，需要在充分吃透教材 、深人了解学

情的基础上精准设计学习任务 ， 推送相关学习 资

源 ，让学生带着学习任务有 目 的地 自 主学习 。 教师

依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呈现的问题 ，形成基于数据

的全流程学情监测机制 ，精准评估与诊断学习共性

问题 ，
以问题的解决牵引课堂展开 ； 依据学生呈现

的共性疑难问题针对性设计教学 ，指导学生探究疑

难问题 ，单独答疑个别性的 问题 ，最终实现问题的

即时解决 ，提升学生的能力点和发展点 。

表 １ 精准教学常规模式

课

前
常
规

推送预 习 材料 布置 学 习 任务

呈现学 生作业 在线答疑 问题

分析反馈情况 调整课堂设计

课

ｔ

常
规

课堂交流顺 畅 掌握情况准确

调整进度及时 课堂互动有序

个 别 辅导到位 加强 学法指导

课

常
规

教师 工作 发送作业 、批改作业 、推送材料

学 生任务 完成作业 、课后梳理 ，拓展提能

师 生互动 在线答疑

精准教学 的课堂上能减少大量知识的重 复

学习和重复教学 ， 避免教师的
“

满堂灌
”

， 将课堂

时间还给学生 ， 使学生得到更精准 的 个性化学

习 ，从而生成真正的有效课堂 。 本文 以人教版选

修 ４
“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
一课的教学为

例 ， 从学习 任务 的精准布置 、学习 问题的集 中 呈

现和学习 问题的 即 时解决这三方面 ， 做一些粗浅

的探讨 。

一

、 学 习任务的精准布置

要实现课前学生学习 任务的精准设计 ， 通过

学习 任务的解决 ， 呈现学生 的学 习 问题 ， 为进一

步的有效学习奠定基础 ， 教师首先要精准把握教

材和学情 。

１ ． 学情分析

知识方面 ，学生通过对高 中历史必修一专题

七第一课
“

英 国代议制 的确立和完善
”

部分 内 容

的学习 ，对克伦威尔和英 国 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基

础的 了解 ； 能力 方面 ， 高二历史选考班学生具有

一定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 ， 并具备一定 的历史

学科素养和 自 主学习 的能力 ， 可 以根据教师设计

的学习 任务梳理和掌握基础性知识 。 但学生仍

处于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思维的阶段 ， 还未掌

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 ，需要教师的及

时点拨与指导 。

２ ． 教材分析

本课是高 中历史选修 ４
《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

第三单元
“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的杰 出人物
”

的第 １ 课 。 本课介绍 了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的一系列主要活动 ，包括领军取得 内 战

胜利 、处死查理一世 、颁布 《航海条例 》 和就任护

国主等 。 英 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特色都反映

在克伦威尔身上 。 他是这次革命的政治焦点 ， 也

是这个时代 的一面镜子 。 在分析学情和教材 的

基础上 ，笔者通过平板 向学生推送 了本课预习 所

需的任务单和资料包等 。 如图 １ 所示 ：

名称

＠ 【历史学习资料包 】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ｄｏ ｃｘ

？ 【 自学检涵 】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ｄｏ ｃｘ

＠ 【 自主学习任务单 】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ｄｏ ｃｘ

图 １ 课前学 习 任务布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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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自主学习任务单

第三单元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杰出人物

第 １课 英国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

学习用时 ：
２ ５分钟

学习资源 ： 教科书 、 历史学习资料包等

任务一 ： 结合教科书与学习资科包 ， 学习并理解 、 掌握基础

知识 ， 完成 自主探究

［ 自主探究 】

１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背景 、 标志 、 过程 。

２ ． 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 ？

３ ．克伦威尔的治军之道 。

４ ． 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功与过 。

任务二 ：
宏观掌握知识结构 ， 构建本课思维导图 ，

课后完善 ：

画 出本课思维导图

任务三 ： 找出未能解决的 问题 ， 或提 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

［ 我的疑问 】

图 ２ 自 主学 习任务单

学习资源包 中 为学生整理 了 本课所需掌握

的基础知识 。 自 主学习 任务单 中根据学情建议

了学习 用时 ， 并精准地布置 了学习 任务 ， 要求学

生在课前预习过程中完成 。 如图 ２ 所示 ：

任务二
“

画 出思维导 图
”

， 目 的在于引导学生

对本课基础知识形成 自 己 的知识体系 ； 任务三
“

我的疑问
”

， 目 的在于让学生填写学习过程 中 自

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 便于教师
“

以学定教
”

， 更精

准地开展教学 。

学生通过 自 主学习 ， 完成
“

自 学检测
”

。

“

自

学检测
”

的数据反馈 ， 能够让教师掌握学生 的学

习成效 。 如图 ３ 所示 ：

图 ３ 学生 自 学检测成绩数据反馈

反馈数据表明 ， 绝大多数检测题的正确率很

高 ，有 ６ 名学生得了满分 。 这说明通过 自 主学习

学生可以完成学习任务 中 的绝大多数要求 ， 无须

教师再费时讲解 。 其中第 ６ 题 ：

（ 浙江省 慈溪市六校 ２０ １ ８
—

２０ １ ９ 学年 高二上

学期期 中 考试历 史试题 ） 有 学者指 出 ：

“

素 以 尊重

传统 ， 崇 尚 中 庸 的 英 吉 利 民族 中 ， 极端道路往往

是行不 通 的 。

”

在 １ ７ 世 纪 的 英 国 ，
上述

“

极 端道

路
”

主要表现在

Ａ ． 议会军和王军 的 战争

Ｂ ． 克伦威 尔 建立共和 国

Ｃ ．

“

光荣革命
”

Ｄ ． 英 王
“

统 而 不 治
”

本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Ｂ
。 但错误率较高 ， 不

少学生选择 Ａ 项 ，认为议会军和王军的斗争凸显

了视觉上的
“

极端
”

， 但事实上 ， 英国历史上一直

有限制王权的传统 ， 议会军与王军的斗争恰恰体

现了其
“

尊重传统
”

。 而克伦威尔建立 了资产阶

级共和 国 ， 处死 了 国 王查理
一世 ， 这对于英 国来

说 ， 便是一种极端的方式 。 笔者在课 中解析此题

时 ，学生又 由 此产生疑问 ： 克伦威尔这种
“

极端
”

是否违背了其所倡导的
“

民 主
”

？ 这表 明 ，

“

结合

英国的传统和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理解这个问

题
”

是教师需要指 导学生学 习 的 重点所在 。 因

此 ， 在下一阶段的教学 中 ， 笔者着重探讨了 这个

问题 。

“

先学后教
”

的 目 的 ， 既是为 了培养学生带

着任务有 目 的地学习 的习惯和能力 ， 避免学 习 的

随意性 、 盲 目 性 ， 也是为 了直接呈现学生学 习 过

程中的各种问题 ， 为下一阶段教师的精准教学和

学生的深度学习奠定基础 。

二 、 学习 问题的集中呈现

除了 自 学检测反馈的学习 问题外 ， 笔者在学

习任务单中还设计了任务三
“

我 的疑问
”

，让学生

记录学习 中未能解决 的疑 问 或有研究价值 的 问

题 ， 在第一阶段学习 完成后 ， 通过平板推送给教

师 。 本课学习过程 中 ，学生提出 的疑问有 ：

（
１

） 与荷兰贸易 ， 英国经济也能够增长 ， 为何

要颁布 《航海条例 》 ？

（
２

） 为什么荷兰对《航海条例 》强烈反对 ？

（
３

） 克伦威尔的成功取决于什么 ？

（
４

） 在 当时情况下 ， 克伦威尔是如何培养出
“

铁骑军
”

的 ？

（
５

） 克伦威尔为什么要推翻王权 ？

（
６

） 克伦威尔统治期间 ，英国发展得好吗 ？

上述疑问 出 自 个别学生 。 学生提 出 疑问后 ，

笔者通过平板系统对学生进行了个别指导 ， 帮助学

２０２ １ 年第 ５ 期 （ 总 第 ５０７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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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通过再次学习教科书 ， 解决个别性的疑问 。 但学

生提出的疑问 中也有一些共性问题 。 如图 ４ 所示 ：

任 务
？三 ？ ｔｔ 出来幢解决的疑 Ｗ ， 成鎌出有研宂价值的 鰣題 ，

１ ？ 的廣 》 】




１

ｖｊ
－

ｉ

＇

ｒＡｔ， Ｈａ ｋｉＭ ±＾ｊｋ＞ｈ
 ， ＼

名秘池苳ｉ ｉｆｃａ 九反 ？ ＼

图 ４ 学生在
＂

我 的疑 问
＂

中 反馈 的共性 问题

的捍卫者 。 然而 ， 掌权后克伦威尔驱散 了议会 ，

把共和制度下应有的政治民主摧残殆尽 ， 甚至被

拥立为终身护 国公 ， 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 如此

矛盾的双重身份为何集 中在一人身上 ？ 这种独

裁统治可 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相容吗 ？

学生有此共性疑问 ， 原 因在于未能理解克伦

威尔的生平经历和所处时代 。 这是下一 阶段精

准教学和深度学习 的重点 。 据此 ， 笔者将本课的

教学形式定 为
“

探究
”

，
以

“

民 主战士〇ｒ 独裁政

客——克伦威尔
”

为主题引 导学生探究克伦威尔

的双面形象 。

三 、学习 问题的即时解决

从学生提出的疑问 中不难发现 ， 困扰大多数学

生的问题即克伦威尔的争议性。 他领导英国 的资

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处死了代表封建君主专制 的

国王查理一世 ， 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 ，堪称民主

依据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时呈现的共性问题 ，

设计教学重点和教学环节 ， 指导学生深度学 习 ，

即时解决学 习 问题 ， 是精准教学的重点 。 具体课

堂设计如下表所示 ：

环 节 主要知识 点 学 习 实践 备注

检测 巩 固
“

选

一 选
”“

连 一

连
” “

填一填
”

（
５ 分钟 ）

１ ． 英 国 资 产 阶级 革 命爆

发的 背景

２ ． 克 伦 威 尔 的 主要 活 动

（ 时 间 、 事件 、 影响 ）

３ ． 克伦威 尔 的 治 军之道

通过云 教 学 系 统 当 堂进行 自 学检

测
，
进 一 步 考 查 学 生 的 自 主 学 习

情况

学 生检测情 况投影 在 屏 幕上 ，
反馈表 明

作业检测 的 正 确 率 非 常 高 ， 直观反映基

础性知识点 掌握程度较好

思维导 图展示

（
５ 分钟 ）

思 维导 图 的 构建
出 示课前 学 生通过 自 学 提 交 的 本

课思 维导 图 ，
进行学 法指导

学 法指导 ： 思 维 导 图 的 构 建 应 注 意 以 下

几个方 面 ：

１ ． 知识整合 ， 构建体 系
；

２ ． 理清知识点逻辑联 系
；

３ ． 明 确 阶段特征 ；

４ ． 注重 时 空观念

全班共 学

（
１ ５
—

２０分钟 ）

克伦威 尔 成 长 为 资 产 阶

级革 命 的 领 导 者 以 及 建

立 军 事独裁统治 的 原 因

提示 学 生从以 下 角 度进行思考 ：

克伦威 尔 的 出 身 与 经 历 、 英 国 的现

实环境 、世界大环境等

同 时 出 示 相 关 史料 ，
指 导探 究 ， 得

出 本课的核心 结论

根据 史料设置 六 大 问题

结合教科书 与 材料

史料 实证素养

问题导学

层层分析

即 时互动

组 内 互 学

（
５
—

８ 分钟 ）

斯 图 亚 特 王 朝 迅速 复辟

的 原 因

出 示材料与 相 关 图 片 ，
小 组讨论解

读并发言

关 注英 国 的 王 室 传统

联 系 光 荣革命 、 《权利 法案 》 和 资 产 阶级

革命时代的 相 关知识

感悟 民主时代的 到 来

组 内 互 学

（
２
—

５ 分钟 ）

克伦威 尔 的 正确 评价

出 示 纳 萨 尼
？ 克 鲁 克 和 丘 吉 尔 对

克伦威 尔 的 不 同 评价 ， 探讨存在 的

主要 问题并设 问 ： 你认 为 应 该如何

评价克伦成 尔

学法指导 ：评价历 史人物应掌握以下方面 ：

一分为二

结合特定的 历 史 背景

结合人物 个性

注重 史论结合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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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 全班共学六大 问题 ：

问题一 ：
如此的 出 身表 明 克伦威 尔 具有什 么

身份 ？

问题二 ： 新贵族阶层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

问题三 ：这使作 为 新贵族阶层的 克伦威 尔 具

备什 么 思想 ？

问题四 ： 如此环境 中 成 长 的 克伦威 尔 具有什

么 身份 ？

问题五 ： 共和政治 面 临何种外 患 ？

问 题六 ： 共和政治 面 临何种 内 忧 ？

本课核心环节 即全班共学 ，探讨克伦威尔成

为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 以 及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的原因 。 学生课前 自 学无法很好地理解其 中 原

因 ，需要教师课上组织学生重点分析解读 。 此环

节中 ，尤其注重培养学生
“

史料实证
”

和
“

历史解

释
”

素养 。 通过史料提供和 问题导学 ， 引 导学生

在小组间互动讨论 ，再进行总结 。

【 史料提供 】

材料一 自 从小议会开始 掌权 以 来 ， 共和 国

的情况 日 益 恶化 。 同 荷 兰 的 战 争仍 在 继 续

在 苏格兰 又发生 了 一次新的叛乱 。

——查 尔斯 ． 弗 思 《克伦威 尔传 》

材料二 战争使克伦威 尔 在英伦三 岛 、在全

欧洲扬名 ， 并把他一 步一 步 向 着最 高权力 的峰廉

推进 ，
但却使共和 国 步入 了 危机。 连年征战 的 巨

大军 费 开 支造成 了 国 库 空 虚 ， 国 内 民不聊 生 。 保

王党公开地仇视一种 宗教狂热 者 的 统 治 。 国 内

宗教 问题 冲 突不 断发生 。

一切都仿佛在倒 退 ，

人

们呼吁 着 和 平 。 克伦威 尔 对人民安抚 的 政策 又

被议会推翻 ， 各项 改革政策 ，
议会也不 过 问 。 军

官们 强迫议会改革 ， 甚至 不 惜发动 武装政 变 。 议

会看到 了 危机 ， 却 内 部纷争 ， 意见不 一 ， 少数激进

的议 员 策划 企 图
“

保存他们 自 己 永久性权力 的 计

划
”

方 案 ， 并要解 除克伦威 尔 军 事 统 帅 的 职 务 。

克伦威 尔 开始 策划
“

取而代之
”

。

——查 尔斯 ？ 弗 思 《 克伦威 尔传 》

【 探究问题 】共和政治面临何种内忧外患 ？

小组讨论中 ， 有学生认识到新生的资产阶级

共和国需要与荷兰争夺海上霸权 ， 还面临着苏格

兰封建贵族发动暴乱 、 爱尔兰宣布独立的 威胁 ，

５８

此为外患 。 这一点 教科书 中 有少许文字体现 。

有学生根据提供的史料分析得出 ， 共和 国 内部也

困难重重 ，如国库空虚 、阶级矛盾激化 、封建残余势

力反扑、军官与议会矛盾激化……据此 ，教师进一步

引导提问 ：这说明新生的共和政体够稳固吗 ？

生 ： 不够穗 固 ，很软弱 。

教师 ： 软 弱 的 共和政体 能 解 决 这 一 内 忧 外

患吗 ？

生 ： 不能解决 。

教师 ： 克伦威 尔是怎样做的 ？

生
：
１ ６５３ 年 ， 克伦威 尔 驱散 了 议会

，被拥 立 为

终 身护 国公
， 建立起军 事独裁统治 。

教师 ： 当 时英 国 的 现 实环境将克伦威 尔 一 步

步推向 独 裁统 治 。 为 何捍卫 民主 的 道路如此艰

辛 ？ 我们 可以联 系 当 时 的世界大环境 ， 克伦威 尔

的 时代 即 英 国 革命的 时代 ， 中 国 处 于什 么 环境 ？

（ 教师 出 示世界局势 图 ）

生 ： 中 国 处于封建王朝 时代 。

教师 ：是的 ， 中 国 是康 熙 帝 时期 ， 封建盛世 ，

俄 罗斯帝 国 为 罗 曼诺夫王朝 时期 ， 印度为 莫 卧儿

帝 国 时期 ，
法 国 正值波 旁 王朝 时期 。 因 此 ，

当 时

是一个专制 盛行的 时代 。
１ ７ 世纪

，
欧洲 的 大部分

地区都在朝 着更 强 大 的 封建 专 制 主 义 的 方 向发

展 ， 民主政体在英 国 的 胜利 是与 当 时 的 历 史趋势

完全不 同 的
，
顽 固 的 封建势 力 当 然 不 甘心 退 出 历

史舞 台 。 因 此 ， 为 了 巩 固 已 有 的 成 果 ， 资产 阶级

在最初对封建势 力 的 斗争 中 就有 了 通过个人独

裁来巩 固 资产 阶级政权 的 这样一种 方 式 。 大 家

思考资产 阶级为什 么 需要这样做 ？

生 ： 因 为 资产 阶级本 身还不成熟 。

教师 ：是的 ， 资 产 阶级本 身 不 成 熟 的 根本原

因是什 么 ？

生 ： 资本主义发展还不 充分 。

教师 ： 是的 ，
这就是历 史发展 的 必 然 。 所 以 ，

我们说 ，
从

“

民主战士
”

到
“

独裁政客
”

固 然有克伦

威 尔权力 欲望 膨胀 的 个人 因 素 ，
但更重要的 是 ，

在 用 独裁的 方 式捍卫和传播民主 。 所 以 ，尽管后

来斯 图 亚特王朝复辟 ，但已 经埋下 了 民主 的种子 。

由此 ，学生建立 了史料之间 的纵横联系 ， 通

过比较 、辨别从内外因两个方面理解了相关史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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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育百 １

纵论百年融肅酬撕 、綱 中进步

—

椟 《中小学核历史教育百年筒史 》 有感

０ 黄 柳

“

学校历史教育没有完整 的学术史
”

一直是

历史教育学发展 中 的缺憾 ， 赵亚夫教授的 《 中小

学校历史教育百年简史 》 出 版后 ， 成为全 国首部

中小学校历史教育通史 ， 具有开创性 。 历史教育

学要成为一门独立且 系统性较强的学问体系 ， 其

整体审视中小学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教育史
“

就

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
”

 ［ Ｕ
（ 此后引 用该著 ，

不再—— 引 注 ｈ 引 申 说 ， 通过历史教育史不仅
“

能够通过总结历史经验 ， 看清我们走过的历程 ，

增强学术 自信心
”

， 而且还能
“

在 比较 中把握学科

教育特色 ， 夯实历史教育 的研究基础
” Ｕ ］

。 透过

这部历史教育百年简史 ， 可 以清晰窥探到百年历

史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 即在借鉴 中前行 、

在反思 中进步 。 这笔重要的学术遗产让我们知

完成对克伦威尔 以 及 当时的英 国社会现实的认

识升华 ， 即时解决了课前 自 主学 习 中产生的疑难

问题 ， 逐步培养从史料得 出认识的史料实证 、 从

内 因和外因认识克伦威尔 的历史解释 、从世界大

环境分析克伦威尔所处时代 的时空观念等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 。

精准教学绝不仅仅是精准地应对学生 的学

习
，
还应精准地掌握教师 自 身的教学情况 。 本课

的教学基本贯穿 了
“

以学定教
”

和
“

精准教学
”

的

理念 ，
以学生学习过程 中 的疑问

“

民 主战士ｏｒ 独

裁政客
”

为主题展开探究教学 。 教学重点 由
“

预

设
”

生成为
“

精准
”

。 在这一主题引 领下 ， 教师从

学情出发层层引导 ， 指导学生深度学习 和积极探

究 ，加深对相关史实的理解 、 对历史人物的认识 ，

解决学 习 中 遇 到 的 问题 ， 培育历史学科核心 素

道历史教育要前行 、 要发展离不开 比较视野 ，
也

不能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

鸦片战争后 ， 西方新式教育冲击了传统儒家

教育体制 ， 国人也开始兴办新式学校 ， 尤其是清

末
“

癸卯
”

学制颁行后 ， 新式中小学在全国范围兴

办开来 。 从课程标准到教学思想 、从教科书编写

到教学方法 ， 都能看到
“

借鉴
”

的影子 ， 其 中 以 王

国维 、罗振玉为代表的学者及 留学生群体引进 了

国外的教育思想 、 课程 、 教学方法 、教科书等 ， 为

推动国 内 中小学教育发展做 出 了 巨 大贡献 。 以

汉译 日 本教科书为例 ， 我们来审视
“

在借鉴 中前

行 、在反思中进步
”

的这一遗产 。

养 。 当然 ，不足之处也不可忽视 。 笔者在教学 中

未能将探究的知识形成体系 ， 导致个别基础薄弱

的学生未能及时消化所学 内 容 。 在精准把握学

情 、展开教学 的基础上 ， 更注重知识体系 的精准

构建 ， 才能真正实现有效课堂的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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