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世界遗产及其保护

山西省临汾第一中学校 马国华 类型：历史项目学习案例

一、项目概要

1 项目名称：探究世界遗产及其保护

2. 项目简介：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对本项目内容的要求是：通过万

里长征、故宫、京剧等，认识文化遗产保护对民族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创造

性的重要意义。

在教材的安排上，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文化遗产如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

富。具体包括：（1）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简要说明了各国在历史上采取的

措施所留下的宝贵经验。（2）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的颁布，该公约的宗旨

是集各国之力，对日益遭到损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3）各国

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体会文化的多样性与创造性。除此之外，本课还用相当

多的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及保护措施，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生活实际上，学生喜欢出去旅游，喜欢观看文物类节目。作为山西人，让

学生了解山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增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因自然与

人为的因素，使这些遗产不断遭受破坏。因此从各国在不同时期对文物的保护措

施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更好地保护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确立了这个项目。

3. 项目学习目标：

（1）通过阅读课本内容，了解不同时期各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采取的措施，

并概括其经验，提高概括能力。

（2）经历对《世界遗产公约》内容的学习过程，能够分析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因

与意义，提升史料实证、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

（3）学习世界各国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的知识，理解中国在保护文化遗产方

面取得的成就，立足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背景去审视，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家国情怀。

4. 驱动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5. 项目成果：学生关于资料查阅结果的呈现、探究问题陈述的呈现、教师编写



的学案与制作的课件

6. 成果公开方式：在学校举办的新课程 新教材 新模式“三新”高效课堂大赛

展示课环节，展示我们的最终成果。届时，除了我校历史教师还有集团校老师参

加，范围广，通过展示，探讨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如何在大胆突破传统教学模

式，更好地处理新教材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7. 评价设计：

表现类型 评价维度 基本要点 观测情况 参考建议

学习行为表现

学习态度

积极度

合作交流

探究问题

学习习惯

良好度

大胆展示

答题规范

学习方法

科学度

对比学习

拓展学习

学习结果表现

必备知识

达标度

完成课前预习

语言简练

关键能力

达标度

史料分析与解读

问题提出与解决

核心素养

发展度

时空观念、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唯

物史观、家国情怀

整体评价

8. 实施步骤：



项目“探索世界遗产及其保护”的实施过程

项目启动

学生 教师

项目实施

理解驱动问题 展示并讲解

驱动问题

世界遗产分类

保护世界

遗产的原因

如何进行保护

项目学习总结

指导与评价

评价总结项目总结

项目结束展示汇报 表彰

二、项目实施

任务一

任务内容：知道世界遗产的分类；各国的保护措施；各国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

等内容。

实施办法：略读课本三个子目的内容，同时上网查阅资料。

阶段性成果：

（1）世界遗产的分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而文化遗

产又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2）各国的保护措施：

古代：收藏；中国的金石学

近现代：立法形式；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国列入被《世界遗产名录》的有 56 项（课本中的 55 项不包

括 2021年的泉州），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42

个，是目前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古代文明遗迹：雅典卫城、古罗马城、阿布辛拜勒神庙、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

近代文化遗产：佛罗伦萨历史中心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阅读课本与查阅相关资料，对世界遗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任务二

任务内容：探究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因；

实施办法：精读课本，围绕《思考点》、《问题探究》思考问题，阅读教师展示

的材料，探究问题并进行课堂展示。

阶段性成果：

1.问题探究一：结合材料一、二、三，简要分析平遥古城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一 平遥古城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城墙高耸……建筑上正院都

为瓦房出檐，偏院较为低矮，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

——李凯《浅谈平遥古城的建筑风格》

材料二 平遥文庙中的“明伦堂”是文庙学宫的主要教学之处，也是施行儒学教育的重要

场所“明伦”取“存天时，明人伦”之意。

——据柳雯《中国文庙文化遗产价值及利用研究》等整理

材料三

学生展示答案：2030班刘彩文、亢晓梅



指导学生将平遥古城的文化遗产进行分类：

平遥古城文化遗产要素构成

自然景观

要素

人文景观要素

非物质文化要

素

黄土地、河流和

农田等

商业建筑 宗教建筑 政治建筑 生活建筑

地方手艺、宗教

信仰和社会传

统等
票号、店铺

文庙、武庙、城

隍庙、清虚观

城墙、县衙 民居

同时，将历史研究价值与课本所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知识结合，理解郡县制的

情况（政治）、明清商业发展和晋商与手工业（漆器工艺，经济）、佛儒道三教

合一的现象（思想文化）等等。

2.引导学生思考平遥古城的其他价值。（地理学、艺术与美学、社会学）

3.引导学生阅读课本《庞贝古城遗址》与《2001 年毁于战火的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

观与考古遗址》两幅图片，分析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原因。

自然：自然腐蚀、地震、火山爆发、洪灾

人为：战争、盗窃、拆迁、不科学的发掘和保护

学生总结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因。（两个角度：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受到的威胁）

设计意图：让学生知道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其重要的价值，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必

要性。



任务三

任务内容：探究如何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

实施办法：阅读教材，结合材料分析。

阶段性成果：

1. 阅读第一子目《史料阅读》以及第二子目《学思之窗》的内容，思考我国近

现代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

晚清时期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章程》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从调查与保存两个

方面对文物古迹的保护进行了规范。特别提及那些文物是需要重点倒查和保护的。

2018 年的“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开展表明我国高度重视世界文化遗

产的保护。明确了其重要地位，同时表明对于养心殿的修缮，基础工作是研究，

不仅要不改变文物原状，还要对传统修缮技艺进行传承。体现文物保护以真实性

为第一要义。

2.问题探究二：以平遥古城申遗成功为例，结合材料四、五，谈谈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真

实性与完整性关系的认识。

材料四 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

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

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材料五 平遥古城及双林寺和镇国寺真正地保存着反映 14-20 世纪汉族城市的特点和要素，

包括整体布局、建筑风格、建筑材质、建造工艺和传统技术，以及整体城市空间和单体要素

之间的内在联系。平遥古城真实地反映出汉族的传统民居形制、生活习惯以及经济贸易的物

化特征。 ——中国自然遗产网·平遥古城

学生展示：2030班高斯哲

3.学生了解《世界遗产公约》通过的背景及宗旨以及中国加入的史实。



让学生辨认世界遗产的标志，同时向学生介绍当前社会出现的“申遗热”现象，

让学生谈谈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教师总结：

首先应该肯定这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国家荣誉的觉醒。

申遗不只是为了换取经济利益，其首要目的还是保护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申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文物保护工作的结束，而是更大责任的开始。

若违反规定搞过度旅游开发，将会被黄牌警告，直至取消世遗称号。

4. 问题探究三：学生结合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举措以及现在的申遗热现

象，谈谈我国应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提示：中国 2006 年审议通

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强调的内容）

学生展示：2030班贾泊菡

设计意图:通过对各国在文化遗产方面采取的举措，特别是中国作为推动世界遗

产保护的重要力量所体现出的大国担当等史实的了解，汲取历史智慧。

任务四

任务内容：理解“文化遗产：人类共同的财富”这句话的含义，分析保护文化遗



产对国家与世界的双重意义。

实施办法：阅读正文与《问题探究》的材料，结合教师补充材料进行分析。

阶段性成果：

1.探究保护文化遗产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材料六

1997 年 2016 年

游客人数 5（万人） 156.37（万人）

门票收入 104（万元） 13395.46（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 14.5（亿元） 100.7（亿元）

第一、二、三产业比例构成 22.1:47.4:30.5 13.9:33.7:52.4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2776.3（元） 26815（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1971.8（元） 10885（元）

——数据来源：晋中市人民政府网

学生展示：2030班葛诗雨、刘星月

2. 理解文化遗产为何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教师讲述中国名画《女史箴图》流失海外的故事，并引用著名文物鉴定大师张伯

驹的话：“以吾国历史之久，文化之先，而隋以前之画，竟无一件流传，亦良可

慨叹！”激发学生思考：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文化的世界性：如平遥古城的四合院民居形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居有共通之

处，如都体现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反映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习俗。保护各

民族的文化，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

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国人，痛感国宝流失海外，但我们不能以文化的世界麻痹自

己，我们要担负起保护本民族文化的重任，不再让中国陷入外敌入侵进而导致国

宝流失的事情发生。

3. 课后探究：保护临汾古城

让学生探寻临汾古城的文化遗产，了解临汾古城辉煌的历史、现状以及近代遭到

破坏的原因，并结合本课所学，为更好地保护临汾文化遗产提出自己的可行性办

法。

设计意图：突破本课难点，让学生在有国际的视野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对学生进

行家国情怀的培养，激发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最后，将地方史引入

课堂，加深学生对身边历史的关注，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自

豪感与热爱之情。

三、项目反思

1、精心预设的同时，也要关注知识的生成。本项目研究主要是采用导学案

的方式引导学生提前预习，因此主要设计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与意义，以山西

平遥古城为例，让学生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关系等问题。在

实施的过程中，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进行了分别展示，教师也进行了点评，总

的来讲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分析部分，学生给了我很大

的惊喜。他们不仅能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还能结合

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背景，得出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

公约》成为缔约国等相关背景。

2、经过本项目的学习，学生在思维与知识能力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化。

（1）思维方面：在此项目学习之前，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更多的是停

留在掌握课本知识的程度。但在本项目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结合自己查阅的

资料与教师提供的资料对设计的问题进行分析。他们学会了如何多角度的思考问

题。比如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这一问题，他们不仅从文化本身去分析，还考虑

到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意义。



（2）在知识层面上，学生掌握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为保护文化遗产所采取的

措施，了解各国的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多角度了解平遥古城的价值，申遗的

艰难过程等等。

（3）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方面，学生的史料分析与解读、阐述历史问题等

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3、这次项目研究对于教师的启发是特别大的。

（1）敢于突破传统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将课堂交给学生。从本项目

的课本知识来看，难以理解的不多，因此要注重学生的探究能力的培养，给与学

生充分的思考，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同学之间相互评价，不断质疑补充。

（2）改变教教材的观念，树立用教材来分析解决问题。部编版教材的史料

丰富，而且极具价值，可靠性高，在进行史料教学时，要充分挖掘课本中的史料

价值服务于教学。比如在探究世界遗产的定义与分类时，可阅读《历史纵横》部

分，了解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世界遗产遭到破坏的因素时，可借助

课本中的《庞贝古城遗址》、《阿富汗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与考古遗址》两幅

图片，得出自然与人为破坏的两大因素。

（3）以问题为导向，层层递进，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引导学生展开历史学习

活动，对历史进行探究。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大胆质疑。

（4）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从课本深入到生活实际。在本项目的探究

中，主要是让学生以平遥古城申遗成功为例，认识世界遗产保护的相关内容。但

还应该结合临汾本地的历史，让学生探究临汾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从而提出自

己的合理化建议，走出课堂，学以致用，体现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