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 教 学 参 考

栏 目 主持人／成 学江 刘 筱

＼ 课程教材

？Ｍｉｉｍ ｉｉｉｉｉｉｉ
〇 叶文瑶

《 中外历史纲要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是课文辅

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栏 目 内 容精要 ， 是教科

书文本中每一？

目 知识的凝练 、 升华 。

“

学习 聚焦
”

重点在
“

聚 焦
”
一词上 ，

“

聚 焦
”

在 《 现代汉语词

典》 （ 第七版 ） 中作为动词的意思为
“

使光线或 电

子等 聚 集 于一点 ；
比 喻视线 、 注 意 力 集 中 于某

处
”

。 而在英语中则可以用 ｆｏｃｕ ｓ 或者 ｃｏｎｃｅｎ ｔｒａ ｔｅ

表示 ，分别有
“

焦点
”

和
“

浓缩
”

的意思 。 衍生到学

习 中 ，历史学习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

性 ，学习就应有重点 、有方 向 ， 将视线集 中于某个

问题 ， 扩散思维 ， 丰富知识框架 ， 进而分析和解决

问题 ，达到 由点 向线 、面的发展 。 只有这样 ， 才能

进一步培养学生 的学习 主体意识 、历史素养和能

力 。 因此 ，该栏 目 的创设意在帮助学生在学习 过

程中聚焦精炼浓缩的知识点或问题 ， 思考其在本

课学习 中的地位 ，促使学生进一步通过对不同篇 目

“

学习聚焦
”

搭建联系 ，建立起历史知识的大框架。

目前关于 《 中外历史纲要 》 的研究 尚 处于起

步阶段 ， 对
“

学 习 聚焦
”

栏 目 的相关研究 尚付阙

如 。 本文将分析 《 中外历史纲要 》 中
“

学 习 聚焦
”

的结构及其在教科书 中 的地位和价值 ， 研究其在

知识 、能力 、情感等方面的辅助功能 ， 探讨其与教

学 目标 、学科核心素养之间 的关联 ， 由此理解
“

学

习聚焦
”

与正文内容以及其他辅助栏 目 之间 的关

系 ， 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提供建议 ， 提升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运用效果和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

略和讹诈的重要保障 。 正是因 为邓稼先等人将

自 己 的劳动建立在如此伟大的意义之上 ， 他们才

能不顾一切地将 自 己 的生命献给工作 。

不是每位学生都能成为科学家 ， 也不是每位

学生都要将 自 己 的生命献给工作 ， 我们大部分人

最终都会过着平凡的生活 ， 从事着平凡的工作 ^

但正如路遥在 《平凡的世界 》 里所说 ：

“

即使是平

凡的人 ，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

”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 ， 让学生未来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 都

能用不平凡的态度去对待 ， 这才是劳动教育通过

历史课结出 的最甜的果实 。

（
三

） 作业实践

陶行知说 ：

“

教学就是一件事 ， 不是三件事 。

我们要在做上教 ， 在做上学， 劳动教育在历史教

学中 的渗透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和观念层面 ，笔者希

望通过课后作业的设计 ，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

学知识 ，并提升学生材料的收集能力和动手能力 。

作业名称 ： 我来给你介绍他 （ 她 ）

作业要求 ：请任选一位本节课所学的历史人

物 （ 邓稼先 、 钱学森 、 袁隆平 、 屠 呦呦等 ） ， 通过网

络搜索 、 翻 阅 书籍或者访谈等形式收集相关信

息 ，完成人物卡片 （ 可 自 己用卡纸重新设计 ） 。

我来为你介 绍他 （ 她 ）

Ｉｔ名

职业

成就

照 片或

画像


图 ３ 作业模板图 ４ 学生作业

劳动是一切成功 的 必 由 之路 ， 是财 富 的 源

泉 ，
也是幸福的源泉 。 在劳动教育积极推进 的 当

下 ， 从学科融合 的 角 度 出 发 ， 探索初 中历史学科

渗透劳动教育是时代 的要求 ，
也是教育本身发展

的趋势 。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 才能真正实现立德

树人的核心育人 目 标 ， 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 我

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

（ 作者地址／广 东 省 东 莞 市松 山 湖 横 沥 实验

学校 ，

５ ２３ ３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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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
一

、

“

学 习聚焦
”

的分布

“

学习 聚焦
”

采用简洁精练的语言总结教科

书每一 目 的核心知识 ， 引 人最新学术成果 ， 同 时

根据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 （ 以下简称 《 ２０２０ 年修订版课标 》 ） 进行细

微的调整和补充。

“

学 习 聚焦
”

栏 目 的设置有着

独特的特点 ，在分布上充分考虑教科书知识体系

庞大的实际和学生学 习 水平 。 该栏 目 以 橙黄色

虚框和橙黄色小字单列于
“

目
”

标题左右两边 ， 样

式美观大方 ， 位置显眼 ， 使得该 目 主 旨一 目 了然 。

对学生而言 ， 语言精练 、 富有启 发性且色彩 明 亮

的
“

学习聚焦
”

，

一开始就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不仅如此 ， 该栏 目 数量随着
“

目
”

的数量变化而变化 ， 这种因
“

目
”

制宜的分布

特点 ，能够在学生 自 主学 习 和概括归纳历史发展

基本规律及本质时起到辅助作用 。 例如 ， 《 中外

历史纲要 （ 上 ） 》第 ７ 课
“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

中
“

选官制度
”
一

目是关于汉朝察举制 、曹魏九品

中正制和隋唐科举制的叙述及评价 。 图 １ 所示的

本 目
“

学习 聚焦
”

将较多的课文知识用一句话概

括 ，对我国从汉朝到隋唐时期选官制度变化以及

隋唐时期制 度 创新进行总结评价 ， 反映 了 我 国

古代选官制 度演变 的特点及趋势 ， 指 明 本 目 的

核心主题 。 如 此编排 ， 不仅能 以 橙黄色字体 引

起学生 的关注 ， 而且能照顾 中学生 的认知规律

和身心发展规律 ， 注重学 习 主体的学 习 参与 和

内在发展 。

更 釦 公 ＃ 和 公 ＋ Ｂ ＊

代 选 官 钃 建 成 ｓ

４ ？善 ．

选官制Ｓ

普柳立 了》的逸抑度 九品中正ａ 。 中央紐
！

为西普时駐好Ｍ ｔｓ 。 ｉｉ样 ？ 九砂挪逐策成 ？ ｉ

士族的没落 ． 九品中正＿敌

图 １
“

学 习 聚焦
”

位置 图

“

学习 聚焦
”

内容基本是用 １ 

一

２ 句话概括正

文每 目 内 容 的主 旨 ， 以 陈述句呈现 ， 主题 明确 突

出 ，便于学生 理解 ， 因 而 更具严密性 、 精 确 性 。

“

学习 聚焦
”

凝练 的知识点符合课程标准提 出 的
“

历史教科书 的编写要体现 出 整体性 ， 突 出 重点

内容 、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
”

的要求 ， 起到 了提纲

挈领的作用 ，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 中外历史纲要 》

知识体系宏大 、 知识点零散 ， 学生学习 时难 以 把

握重难点 的 问题 。 学生通过
“

学 习 聚焦
”

的教学

表达方向 ， 掌握历史线索 ， 清楚重难点 ， 在凝练的

核心知识上把握学 习 内 容和方 向 ，
以点带面 、举

一反三 。 课后也可 以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工具 ，

减少学习 的 困扰 ，提高学习效率 。

“

学习 聚焦
”

相

较于其他辅助栏 目 在分布 、 样式和 内容上的独特

性 ，使它与课文 内容的联系能够更加紧密 。

二
、

“

学习聚焦
”

的类型与 内在联系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在
“

教材编写建议
”

中指 出 ，

“

在历史教科

书的编排形式上 ， 要注意正文部分与辅助部分的

有机结合 。 辅助部分的设计应多样化 ，具有教学

上的实用性
”

。

“

学习 聚焦
”

作为 《 中外历史纲要 》

教科书辅助 系统的重要栏 目 ， 在类型 、 内 在联系

上都充分体现了课程标准的多样化 、实用性要求 。

（

一

）

“

学 习 聚焦
”

的类型

《 中外历史纲要》上下册共有 １ ７ １ 则
“

学习 聚

焦
”

，包含总结史实 、评价历史事件及知识补充等

多种 内容 ， 聚焦重点又有针对性 ， 有助于学生从

整体上把握课文知识和学习方 向 。 笔者根据
“

学

习 聚焦
”

的 内容叙述 ， 将其分为事实判断 、 因果判

断和价值判断三类 ， 其中 ，事实判断 ８６ 则 ， 因果判

断 １ 〇 则 ，价值判断 ７５ 则 。

事实判断是通过考证和分析后对历史事实

的确认和共识 ， 是在正文诸多史实叙述的基础上

作出 的进一步总结 。 这类
“

学 习 聚焦
”

也是针对

正文提出 的 问题 ， 兼顾基础性和 引 导性 的作用 。

事实判断的数量是三类 中最多 的 ， 这与事实判断

是进行历史解释的前提和基础有密切关系 。 学

生在历史学习过程 中 ，对历史事件作 出合理评价

需要一定 的史实基础 。 在不清楚历史事实 的情

况下 ， 是无法对历史作 出剖析的 ， 也就无法作 出

正确的历史解释。

因果判断是对历史事实的追问 ， 即对造成某

个历史事实 的原 因 作 出 的解释和判 断 。 在知 晓

事实结果后 ， 就需要探究原 因 ， 这也是进行价值

判断的关键之一 。 因果判断 中直击关键 的 因果

分析为学生 留下 了探究 的空间 ， 主动寻找相关的

Ｈ２０２ １ 年第 ９ 期 （ 总第 ５ １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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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补充 ，
以期对历史有更全面 的 了解和认识 。

例如教科书 中
“

秦朝 的暴政
”

这一 目 点 出秦速亡

与秦暴政有密切 的关系时 ， 有文字描述却缺乏相

关的史料支撑 ， 这就需要教师事先为学生 的探究

提供精选的史料 ，并从中体会历史真相 。

价值判断是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 ， 运用不 同

的史观 、方法对历史事实 、 人物等进行评价 。 学

习历史仅仅让学生 了解基本史实是不够 的 ， 更需

要让学生掌握不 同史观与史法剖析的能力 ，
以 此

评价历史 ， 进而揭示历史规律 ， 感悟历史精神 和

意义 ， 为现实提供指导 。 虽然这类
“

学习 聚焦
”

不

多 ，但也发挥着作用 。 例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第 １ ９ 课中
“

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些成就 ， 但并未

挽救北宋衰亡的命运
”

的这一则
“

学习 聚焦
”

就采

用了二分法对王安石变法作 出 了评价 ， 既概括了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 ， 又能让学生思辨性地理解和

评价历史事件 ｐ

“

学习 聚焦
”

中也包含有历史结论 。 历史结

论是人对历史事件或者历史现象的性质 、地位和

影响等的总结性认识 ， 是在 ？定 的前提条件下推

断演算而获得 的结果 ， 或是对事物进行总结判

断 。 由 于教科书正文部分 已 经有 了 大量 的史实

陈述 ，

“

历史纵横
” “

史料阅读
”

等辅助栏 目 中也有

对史实进行相应的补充 ， 在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中再

设置更多 的史实陈述显得画蛇添足 。 历史教育

不是简单地让学生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 而是

要通过历史 的学 习 形成历史思维 、 体会家 国情

怀 。

“

历史认识的过程 ， 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

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 的
‘

创造
’

的 过

程
”

［
１

］

， 因而 ， 带有事实判 断 、 因 果判断和价值判

断的 内容更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历史认识和解释

能力 。 在这个
“

创造
”

的过程 中 ， 学生不仅能通过

大量的史实和事实性知识 回 答
“

是什么
”“

为 什

么
”

和
“

应该怎么样
”

的 问题 ， 也能进一步更好地

了解历史 、评价历史 ， 进一步从历史 中认识 自 己 、

认识人类 ， 在知识认知层面之外 ， 能在思维能力

上获得处理史料 、梳理脉络 、解释历史等能力 。

（
二

）

“

学习 聚焦
”

的 内 在联系
“

学习 聚 焦
”

在 教科书 中不是孤立存在 的 。

从其内容和关系来看 ，每一则
“

学习 聚焦
”

间联系

紧密 ，存在并列关系或 因果关系 。 并列关系在历

史事件中 即 为时间和空 间 （ 领域等 ） 上存在 的关

系 ， 主要表现为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在不 同时间

上的纵向并列关系 和在 同一时期 内 不 同领域或

层次并举的横 向并列关系 ， 这两类并列关系只有

前后之分而无主次之别 。 例 如 《 中 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 ８ 课
“

三 国至隋唐的文化
”

， 笔者为 了归

纳方便 ， 将 内 容进行 了重组 ， 分别归为纵 向 和横

向 ，具体内容见下表 １
，表格 中两个时期为第一组

并列关系 ，两个时期对应的 内 容为第二组并列关

系 ，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主次之分 。

表 １
＂

三 国至隋唐的文化
＂

内 容简表

时 间 〔纵 ） 内 容 （ 横 ）

魏晋 南 北

朝 时期

文 学 艺术成就 突 出 思 想 活 跃
，
呈 现 多

元特征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频

繁 ， 异 域 文 化 对 中

国 文化产 生 了 深远

影响

科 学 技 术 在 诸 多 领 域

取得新成果

隋唐 时期

文学艺术达到新的 高峰

科技走在世界前 列

因果关系在历史事件 中极为常见 ， 具体事件

中的 因果关系具有原 因 在先 、结果在后 的特点 。

因果关系在历史课程学习 中有助于学生对历史

事件的梳理和理解 。 例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

第 ６ 课
“

全球航路的开辟
”

， 笔者将本课三则
“

学

习聚焦
”

的 内容分为背景 、过程和影响归纳于表 ２

中 。 全球航路 的开辟是长期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

果 ，对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产生 了 重大影响 。 到

１ ５ 世纪末 ， 以 哥伦布 、 达 ？ 伽马 、 麦哲伦为 主要

代表的欧洲人在经济 、商业 、 社会 、技术条件 、 冒

险精神 和传教等 因 素 的驱动下 ， 相继开辟新 的

航路 ， 推动世界从分散走 向 整体 ， 全球性 的联系

得以初步建立 。

表 ２
“

全球航路的开辟
”

内容简表

背 景

１ ５ 世纪末 ，
西 欧人具备 了 向远 洋进发 的 动 力 和技

术条件

过程

达 ？ 伽马发现欧洲 绕过非 洲 到 达 东 方 的航线

哥伦布到达 美 洲

麦哲伦船队 完成环球航行

欧洲人继 续进行海上探险 ， 开辟 了 北 大 西 洋和 南

太平 洋的 海上航线

影响 全球海路大通 ，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有 了 新 的 飞跃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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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学 习聚焦
”

的价值取向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内 容 以最简 洁的文字展现

了 中外历史重要的事件 、人物和现象等 ， 并在落

实课程标准要求 中体现其价值取 向 。 探究
“

学习

聚焦
”

与正文和其他各项辅助栏 目 之 间 的关系 ，

有利于把握该栏 目 的价值取 向 ， 同时引起教师对

该栏 目 及其与各个栏 目之间配合使用的重视 。

（

一

）

“

学 习聚焦
”

与正文的关系

《 中外历史纲要 》采用通史 的叙事框架 ， 以 ２４

个专题展现 中 外历史 的发展脉络 ， 体系 宏大 ， 内

容简略但具有全面性和实用性 ， 这体现在正文与
“

学习 聚焦
”

栏 目之间 的配合与联系 中 。 例如 ， 在
“

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 日 战争 的胜利
”

一课 中 ， 第

一子 目叙述了从 １ ９３ ７ 年到 １ ９４ １ 年间发生的淞沪

会战 、忻 口 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等正面战场

的重大战役 ， 以及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 ， 而关于

《论持久战 》 的意义和 中华 民族誓死不屈 、英勇无

畏的精神等价值层面的补充 内 容则 在
“

学 习 聚

焦
”

中得以呈现 ， 在与正文 的互补 中培养学生 的

分析能力 ， 引 导学生从精神 、 意义层面思考抗 日

战争和老一辈革命家在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中 的

重要作用 ， 从而落实爱 国 主义教育 。 此外 ， 受 限

于篇幅 ，
正文部分没有详细撰写或指 出历史现象

本质的知识 ， 会在
“

学 习 聚焦
”

中进行补充和 解

读 ， 例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 ２ 课中
“

学习 聚

焦
”

就明确指 出百家争鸣是
“

社会大变革在意识

形态上的反映
”

， 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

“

学习 聚焦
”

不仅是正文核心 内 容 的总结和

提炼 ，也是课文 的 补充 、 知识 的 深化 、 情感 的 升

华 ， 而这些总结性的词句更是教师授课时作为导

人正文 的关键问题 、 过渡句 和小结 ， 体现 了该栏

目 的基础性与实用性 。 两者之间 的 紧密联系 和

配合为课堂教学提供 了思路和框架 ， 弥补 了正文

内容相对简略 ， 学生抓不到重点 和方 向 的 问题 ，

适应了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 。

（
二

）

“

学 习 聚焦
”

与其他栏 目 的关 系

《 中外历史纲要 》共设置辅助栏 目 九项 ， 分别

是单元导语 、 本课导人 、 学 习 聚 焦 、 历史纵横 、 史

料阅读 、思考点 、 学思之窗 、 图 表和探究与拓展 ，

各辅助栏 目 除了共同增加教科书整体性 、 紧密联

系正文等显性特征外 ， 栏 目 间也有隐性的配合 。

以
“

清朝前中期 的鼎盛与危机
”

中
“

康雍乾时期 的

君主专制
”
一

目 的
“

学习 聚焦
”

为例 ， 本 目
“

学习 聚

焦
”

概括主 旨 ， 与
“

本课导人
”

和
“

史料阅读
”

分别

提供的康熙的抱怨 、乾隆和时人对皇权的看法形

成反差 ，进而引 发学生的思考 。

“

学思之窗
”

则借

奏折制 度 展现皇权加 强现象 ， 所有栏 目 相互配

合 ，从不同 的方面服务于
“

君主专制
”

这个主题 ，

共同帮助学生从不 同 的 角 度理解 皇权加强 的表

现 、影响 。

除了各栏 目 之间 的配合 ， 中外历史之间也存

在隐性联系 。 《 中 外历史纲要 （ 上 ） 》 第 １ ３ 课的
“

探究与拓展
”

和第 ２０ 课
“

新文化运动 的开展
”
一

目 的
“

史料阅读
”

以及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第 ８

课
“

启 蒙运动
”

一

目 的
“

史料 阅读
”

栏 目 也是围绕

着君主专制设置 的 ， 很好地配合了本 目 关于康雍

乾时期君主专制加 强 的知识点 。 在各个栏 目 内

容的配合下 ，
以

“

学习 聚焦
”

为线索就可展开纵向

和横 向 的对君主专制看法 的探讨。 纵 向 即 为黄

宗羲 、 乾隆 、陈独 秀三个不 同 时代的人物对君主

专制的态度和观点 ， 而横 向 则是与 同时代的法国

思想家卢梭对 比 。 如 此对 比联系不仅可 以 涵养

学生的时空观念 ，也有利于学生历史思维的训练 。

“

学习 聚焦
”

与其他各项栏 目 之间 的 隐性关

系不言而喻 。

“

问题探究
”
一栏 中选取的一般是

学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

“

史料阅读
”

提供的是

与正文相关的材料 ， 各栏 目 之间 的配合则有效地

解决了
“

学 习 聚焦
”

包含的关键问题 ， 从点 、线到

面的辅助教学 ，加深了学生对正文内容的理解 。

通过前文对栏 目 分布 、 内容及其与其他系统

的联系的分析可以发现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设置

呈现出 整体性 、实用性 、基础性和导 向性 的特点 ，

在价值取 向 上注 重 以学生 为 中 心 和方法指导 。

以学生为 中心体现在
“

学习 聚焦
”

的 编排考虑 了

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规律 ， 激发学生学 习 主动性 。

该栏 目 以简洁的文字 、 显眼的位置吸引学生 的注

意力 ， 主动探究栏 目 中结论性语句得 出 的依据 ，

进而通过中外历史重大事件 的学习 ， 了解历史发

展 的基本进程 ， 掌握历史规律 ， 并在繁杂 的 知识

体系 中 明 晰线索 。 方法指导体现在其 内 容编写

时使用的史观 、史法和各个栏 目 之间配合所需的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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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及核心素养。

“

学习 聚焦
”

类型多样 ， 其

中包含了评价历史 的不 同史观和史法 ，
比如评价

王安石变法使用 的二分法等 。 尤其是与各个栏

目 配合使用时 ，更是需要学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

下 ，借助史料在纵 向 和横 向 的时空 中对某个历史

事件 、 人物或现象做 比较 ， 意在引 导学生从不 同

的角度看待历史 ， 提高学生 的分析能力 和培育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 。 总之 ， 对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价

值取向研究 ，利于进
一步理解该栏 目 的地位和功

能 ，探究该栏 目在历史教学中 的运用方法 。

四 、

“

学 习聚焦
”

的地位和功能

“

课文辅助系统随着教科书理论研究的发展

而 日 益复杂 ， 其地位 日 益加强 ， 其功能 日 益得到

发挥
”

［
２

］

。 《 中外历史纲要 》 中重要 的辅助系统栏

目
“

学习 聚焦
”

在结合人教版高 中教科书历史必

修中形象化 、具体化 的辅助 系 ．统 的表现形式多

样 、深化课文 内容 、启迪学生思维等优点 的基础

上增加了辅助系统的多样性 ， 其 内容 同样具有很

强的实用性 。 那么 ，

“

学习 聚焦
”

具有怎样独特的

地位和价值呢 ？

（

一

）

“

学 习 聚焦
”

的地位

自 ２００ １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后 ，高 中历

史教科书开始实行
“
一纲多本

”

， 教科书辅助系统

更加多样化 。 其 中 与
“

学 习 聚焦
”

最为相似 的是

人教版高 中历史教科书 的
“

本课要 旨
”

和人 民版

高中历史教科书 的
“

课前提示
”

。

“

本课要 旨
”

置

于课文最后 ，

“

课前提示
”

则是在课文之前 ， 两者

都从宏观角度把握教科书文本的重要 内 容 ， 有史

实性 、 结论性等知识 ，
无论是形式还是 内 容都很

精简 ， 有助于教师的教学 、 学生 的学 匀 和巩 固提

升 。

“

学习 聚焦
”

继承了两者
“

抽象性
”

的特点 ，但

也有所不 同 。 简 言之 ，

“

学 习 聚 焦
”

继 承人教版
“

本课要 旨
”

重点 内容和简单样式 ， 增加 了课文 中

缺少的知识点 ， 概括诠释 了课标要求 ， 更加重视

历史素养的培养 。 同时 ，

“

学习 聚焦
”

依托于每一

目 内容 ，
显得更加 中观 ， 是每一 目 核心 内 容的总

结或提炼 。 正因 如此 ， 该栏 目 的编排放在每一 目

课文 内容的左右两边 ， 与正文紧 紧相依 ， 从而使

学生在学习 中能随时聚焦 ， 进行 由 表及里 、 由 点

到面的学习 。

总的来说 学习 聚焦
”

栏 目 在继承了多本教

科书辅助系统优点的基础上得到 了发展 ， 具有独

特性 。 尽管只是辅助 系统的一个栏 目 ，但其在教

科书 、辅助系统和师生 的教与学 中有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 。

与此同时 ，

“

学习 聚焦
”

的重要性在其数量上

也有明显的体现。 根据笔者的统计形成
“

五个辅

助系统栏 目数量简表
”

（ 表 ３
） 。 从表中可以看到 ，

“

学习 聚焦
”

总数 １ ７ １ 则 ， 平均每课 ３ ．２ ８ 则 ， 占 比

４ １ ． ３％
，是其他四个栏 目 的 ２

—

５ 倍不等 ，较之
“

历

史纵横
” “

史料阅读
” “

学思之窗
” “

思考点
”

四个

栏 目 ，

“

学习 聚焦
”

在数量和 比例上的优势都说明

其在教科书 中 的重要性 。

表 ３ 五个辅助 系统栏 目数量简表

学 习

聚焦

历 史

纵横

史料

阅读

学思

之窗

思考点

数量 （ 则 ）
１ ７ １ ８ ０ ７ ３ ５６ ６ １

平均每课 （ 则 ）
３ ． ２８ １ ． ５ ３ １ ． ４０ １ ． ０７ １ ． １ ７

比例 （
％

）
４ １ ． ３ １ ９ ． ３ １ ７ ． ６ １ ３ ． ５ １ ４ ． ７

在 《 中外历史纲要 》诸辅助栏 目 中 ，

“

历史纵

横
”

为正文 中未展开但必要 的历史概念 、 事件的

叙述 ，

“

史料阅读
”

内容为文献史料或材料 ，

“

学思

之窗
”

为材料与思考题的结合 ，

“

思考点
”

为针对

课文内容提 出 的 问题 以 提醒学生关注 。 相较 以

上四个栏 目 ，

“

学 习 聚焦
”

的 内 容则有很大的不

同 ， 主要包含事实判断 、 因 果判断和价值判断三

类 ， 多为课文 内容的概括或升华 ， 部分为课文 内

容的增补 ，指出核心主 旨 的 同时也提出 了关键问

题 ，其基础性 、引导性和实用性作用都很显著 。

总之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不仅包含基础 知识 ，

也指出 了课文 的重点难点 ， 在学生认识历史主

线 、发现规律和综合培养历史解释素养上的地位

不言而喻 ， 相较于其他几个栏 目 有其独特 的优

势 ， 在学生 自 主学 习 、 教 师 教学 中都有重要 的

作用 。

（
二

）

“

学 习聚焦
”

的功能

历史教科书 主要 由课文 系统和课文辅助 系

统组成 ， 课文辅助 系统虽然是根据课文系统配套

设计的 ， 但也是相对独立 的 ， 更体现为工具性和

教学方法。 具体而言 ， 其一 ，

“

学 习 聚焦
”

的工具

２０２ １ 年第 ９ 期 （ 总 第 ５ １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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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生

文 明 历 史 Ｉ Ｉ
－

大 河 文 明

海 洋文 明

［ｒＩＪ ＬｉＭ
促ｂ

帝国 兴起

思 想
－文 化
－

技 术

－中 西 交 流
－

波 斯 帝 国

ｔ
灭亡

马 其 顿 帝 国
－

罗 马 帝 国

‘

古代 文 明 的产生 与 发展
”

框架

促进 因素

表现

方式 －

影 响 因素
＿

表现
－

方式 －

内容的初步 自 学使得教师更易深入讲解历史知

识 、活跃课堂氛 围 ， 达 到课堂教学 良好 的效果 。

总的来说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设置在教科书 中是

十分必要 的 ， 重视和充分运用该栏 目 ， 发挥其辅

助功能 ， 在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 中都会有 良好的

效果 。

（
三

）

“

学 习 聚焦
”

在教学中的运用

教师作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学生学 习 的

引 导者 ， 其在教学活动 中 起 着重要 的作用 。 那

么 ，教师该如何在教学中运用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才

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呢 ？

首先 ，将
“

学习 聚焦
”

转化为教学提纲 ， 关联

课标 ， 提炼主题。

“

学习 聚焦
”

的 内 容诠释课标 ，

指明课文的重难点知识 ， 每则
“

学习 聚焦
”

相互联

系 ， 构建起一课或一单元的主题与核心 。 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当给予重视并加 以利用 。 因而 ，

一

课的
“

学习 聚焦
”

可 以作为教学提纲在教学 中使

用 ， 根据其整合教学资源 ， 调整教学顺序 ，增补史

料以 串联主线 ， 弥补 因有限的上课时间而被忽视

的辅助系统和顾此失彼 的 问题 。 例如 《 中外历史

纲要 （ 下 ） 》

“

古代文 明 的产生与发展
”

这一单元 ，

综合分析五则
“

学习 聚焦
”

可知 ，该单元的主线为
“

文明的产生 、发展与交流
”

。 基于课标和正文 内

容 ， 可将
“

文明
”

作为单元主题统摄全局 ，分为
“

文

明 的多元性
”

和
“

帝国 的兴起与区域影响
”

两个板

块设计教学提纲或框架 ， 深化学生对
“

文 明
” “

多

元特点
” “

古代帝国 的区域性影响
”

等关键知识的

整体认识 ，理解和把握文明在扩展和交流 中推动

帝国的兴起 ， 而帝 国 的兴起同 时又推动 了文 明 的

交流和发展这一 内在关系 。

标志 ： 阶级 、 国 家 、 文 字 （ 过程推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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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教学方法体现在它 的功能上 ， 如课文 内 容凝

练与补充 、 聚焦重点 引 导学生学 习 、 培 养学生能

力与素养 、辅助教师教学等功能 。

“

学习 聚焦
”

作

为辅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教科书 的一部

分 ， 有效地凝练和补充 了 正文 内容 ， 并对具体知

识做出评价总结 ， 与正文 内 容的联系较其他栏 目

更为紧密 。 因此 ，该栏 目 的设置是十分必要的 。

通过前文对
“

学习 聚焦
”

的分析可知 ，栏 目 内

容是正文 内容的再次精加工 ， 知识点一 目 了 然 ，

且具有承上启 下 的作用 ， 如
“

统一多 民族封建 国

家的初步建立
”

中
“

秦 的 暴政
”
一

目 的
“

学 习 聚

焦
”

， 概括 内容 的 同 时点 明 了 与后一 目 秦末农 民

起义与秦 的速亡之间 不可分割 的关系 。 与 此 同

时 ，

“

学习 聚焦
”

聚焦课文的重点知识 ， 引 导学生

抓关键点 ， 理清线索 ， 从整体上把握课文 内容 ， 为

课堂学习和复习巩固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其二 ，

“

学 习 聚焦
”

的 内 容也是一种历史解

释 。 师生可以运用其非静态 、非僵化的 内 容展开

对话 ，将
“

学习 聚焦
”

作为文本对待 ， 展开教学活

动 ， 经历栏 目 中 相关结论得 出 的过程 ， 探寻背后

的支撑史料 ，让学生对教师提供的史料进行考证

的基础上对历史事物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 ， 进而

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

其三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综合能力 。

“

教材首先要便于学生 的 自 学 ，

其次兼顾教 师 的 讲授
”

［
３

］

。 随 着 教 育 观念 的 转

变 、课程改革 的推进 ， 当下 已 经开始尝试 由 教师

中心 向学生 中心转变 ， 学生的 自 主学习显得更为

重要 。 而
“

学习 聚焦
”

的设置可 以很好地锻炼学

生的 自学能力和表达归纳能力 ， 短小精桿的 内容

推动学生 自 主探究更多相关的历史知识 ， 随时聚

焦历史 ， 进行 由表及里 、 由 点到面的 自 主学习 ， 精

练的语言又间接锻炼了学生的表达归纳能力 ，将

繁多复杂的知识用简洁精确的语句表达归纳 。

其 四 ，讲求
“

学本
”

的 同 时也要兼顾
“

教本
”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的设置为教师提供 了教学提纲 ，

有利于教师对教学 内 容的分析和整合 ， 备课时把

握课文重难点 内 容 ， 详略安排授课 内 容 ， 并针对

相应知识设计课堂小结与课后作业 。 而学生对

教 学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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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利用
“

学 习 聚焦
”

改变教学方式 ， 问题

引领 ，支架教学 。 在不断涌现并运用 的新教学模

式中 ， 以维果斯基的
“

最近发展区
”

理论和建构主

义为理论基础 ， 在教师搭建支架的 引 导下 ， 学生

进行 自 主学 习 、 建构知识框架 、解决重难点 问题

的支架式教学 ， 成为一种更适合的促进学生学习

更加深人的教学方式 。 教师应结合支架式教学 ，

将
“

学习 聚焦
”

内容作为切人点 ， 以 问题为引领开

展合作探究 ， 发挥该栏 目 的作用 ， 激发学生最近

发展区潜能 。 例 如
“

马 克思主义 的诞生与传播
”

中
“

早期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
”
一

目

的
“

学习 聚焦
”

， 主要为工人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

者采用不 同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弊端但都 以失败

告终的 内容 。 基于此 ， 教师教学时以栏 目 中 的叙

述作为引线 ，展示 １ ７５０ １ ８ ６５ 年间英 国财富增长

状况表 、 门采尔的 《舞会晚宴 》 和工人阶级生活状

况图片 ， 创设两个阶级截然不 同 的生活状况的情

境 ，进而引发学生思考 ，

１ ９ 世纪在面对
“

前所未有

的繁荣为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家一路高歌注入

了兴奋剂 ，但是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

却过着地狱般生活
”

的 困局时 ， 当时 的人们给 出

了怎样 的解决办法呢 ？ 这些办法成功 了 吗 ？ 通

过这些问题情境 引 出 马克思恩格斯 的实践及其

理论成果 ， 引导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 。

再次 ，运用
“

学 习 聚焦
”

进行学习 评价 。

“

学

业评价是指以 国家的教育教学 目 标为依据 ，
运用

恰当 的 、 有效 的工具和途径 ／系统收集学生在各

门学科教学和 自 学的影响下认知行为上 的变化

信息和证据 ，并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进行价

值判断的过程 。 当 下 ，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应以课程 目 标和学科核心素养为 出 发点 和落

脚点 ，多维度地运用
“

学 习 聚焦
”

进行学习评价 ，

并有机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

一方面 ，

对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课堂情况 以及运用
“

学习

聚焦
”

时 的延伸 阅读 、课程实践等行为表现给予

过程性评价 ； 另一方面 ， 单元复习 时整合
“

学习 聚

焦
”

主题 ， 通过不 同层次的学习 任务对学生 阶段

学习 的综合素养进行整体分析评价 。 例如 《 中外

历史纲要 （ 上 ） 》第五单元
“

晚清时期 的 内忧外患

与救亡图存
”

， 主要 内容为鸦片 战争后 中 国 面临

的前所未有 的危机及奋起挽救 的史实 。 这一单

元的
“

学习 聚焦
”

主要包含 了鸦片战争 、 睁眼看世

界 、洋务运动 、 甲午中 日 战争与 《 马关条约 》 、 百 日

维新 、八国联军侵华 、 《辛丑条约 》 等史实 的概括

与评价 ， 这些史实隐藏着
“

冲击与 反应
”

这一主

题 。 根据这个主题 ， 教师可 以在单元学习结束时

布置关于该线索知识的整理归类 、思维导 图等个

人作业 ，历史事件评析等小组作业 ， 借助这条线

索建立 中 国 与世界历史 发展 的联 系 ， 进而解释

历史 。 这样 既巩 固 课堂学 习 的 知识 ， 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 又能培养学生 的 自 主探究意识和历

史思维 。

综上 ，

“

学习 聚焦
”

作 为一个重要辅助栏 目 ，

在 《 中外历史纲要 》 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 在

“

教
” “

学
”

过程 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 。 研究发现 ，

“

学习 聚焦
”

栏 目 在增加教科书整体性 、 多样性 、

实用性的基础上 ， 注重发挥学生的学习 主体性和

能动性 ，更加突 出对学生 自 主探究能力和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 。 由 于统编版高 中历史教科

书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教科书 ， 内容简 洁 ， 更加

注重结构和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 教师在使

用时也遇到 了挑战 。 因 此 ， 在历史教学 中 ， 教师

更要主动理解和掌握统编版高 中历史教科书 ， 提

高对该栏 目 的关注度和重视度 ， 进
一步发掘该栏

目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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