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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
一的

“

史料实证
”

是指

在获取可信史料基础上努力重现历史真实 的态

度和方法 。 历史学科 注重史料的特点决定其是

其他核心素养培养的前提与基础。 于是 ， 核心素

养提出后
，
我们对

“

史料实证
”

的关注不断提升
，

教学中也显现出不少对
“

史料实证
”

的认识误区。

对此 ，
笔者借教学 中 的实践案例 ，尝试重构我们

对
“

史料实证
”

的认识 。

一

、对
“

史料
”

的认识误区

１ ． 史料的分类

史料的分类通常是教师处理史料的第一步。

按照不 同 的分类标准 ， 史料 的分类结果是不 同

的
，而分类的结果又往往会蕴含着教师对所选史

料价值的基本判断 。 比如一般情况下
，
分类为实

物史料的价值会高于其他类别 ； 分类为原始史料

的价值又会高于转手史料 ；分类为无意史料的价

值则会高于有意史料等 。 于是 ，
在教学中

， 经常

会遇到教师对史料分类与 史料价值 的判断做出
“

公式型
”

的连带判断。

【 案例 】 讲到
“

赤壁之战
”

，
教师 出 示 《三 国 演

义》 中诸葛 亮
“

借 东风
”

的 文字 与 《
三 国 志 》 中记载

周瑜指挥赤壁 之战 的 文字
，
随后提 问 ： 为 什 么 同

一历 史事件 ，
两部作品的描 述却截 然 不 同 呢 ？ 你

认为哪部作品的价值更 高 ？ 为 什 么 ？ 学生 回答 ：

《三 国 演义》是小说 ， 《 三 国 志 》是史 书 ， 所以 它 们

对 同 一事件的 描述是截然不 同 的
；
其 中 《三 国 志 》

的价值更 高
；
因 为 史 书是对历 史 的 真 实记载 ，

而

小说作品通常带有 艺术修饰 。

案例中
，
教师引导学生对史料的分类与价值

的判断就属 于
“

公式型
”

连带判断。 虽从学生的

回答来看并没有太大问题 ，
但教师的提问显然忽

视了史料的
“

研究对象
”

。 《三国志》 的作者是西

晋史家陈寿 ， 他亲历 了三国时期
； 《三 国演义 》 的

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 他生活的时代

距三国时期 已 有一千年。 由此 ，如果要研究
“

三

国
”

历史 ， 那么 《三 国志 》 的价值显然要高 得多。

但如果要研究明清
“

文学史
”

或者
“

罗贯 中
”

，
那么

《三国演义 》 的价值就更高了 。

历史教师中不乏有人认为 ： 史料分类的结果

是不变 的 。 所以
，
相对应的史料价值也就不会发

生改变。 其实
， 史料 的分类绝不是一个 固定结

果 。 根据研究对象的转变 ，
同一史料的性质和价

值都会发生彻底变化。

“

公式型
”

连带判断对学

生来说形成的是机械式的条件反射 ，这种判断易

固化学生思维 ， 更不必提培养
“

史料实证
”

素养

了 。 所以 ， 只有将明确史料的
“

研究对象
”

作为前

提
，
史料的分类才是有价值的 。

２ ． 史料的选择

史料的 选择是教师有意识地落实
“

史 料实

证
”

的前提 。 选用怎样的史料展现历史全貌 ，
需

要教师首先明确研究对象 ，
同时又依据实际的教

学需求 。 教科书是教师教学的承载体 ，有着极其

重要的地位 。 由 此
，
教师在选择史料时

，
也往往

会依据教科书 中 的观点 ，对史料进行有意识的遴

选 。 史料的选择空 间是很大的 ，但在教学中 ， 有

不少教师更愿选择
“

史论性
”

材料
，并以此作为直

接印证教科书中结论的证据 。

【 案例 】 讲到
“

三 角 贸 易
”

，
教师 出示材料

：

对 非洲 大陆 而 言 ，
它 是黑人传统文 明 衰 落 、

经济发展倒退的祸根 。 ４００ 年 的 黑奴 贸 易使非 洲

丧失 了 约 ２ ． １ 亿人 口
， 其 中 主要是 青 壮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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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掠夺战 争使非 洲 已 有 的 物 质 文 明 受到 巨

大破坏 。

黑奴贸 易 对欧 美 大 陆的 影 响恰恰与 非 洲 相

反
，
它 促进 了 欧 美资本主义的 发展。

“

三 角 贸 易
”

给 西 欧各 国 ，特别是英 国 资本 家 带 来 了 巨 额 的 财

富 。 黑奴 贸 易 为 美 洲 殖 民地的 开发 ，提供 了 大批

最廉价的 劳动力

——王斯德 《世界通 史》

教师提 问 ：

“

三 角 贸 易
”

对非 、 欧 、 美三洲 分别

产 生 了 怎样的 影响 ？

史论性材料是关于客观历史 的评论性材料。

因此 ，史论只有在研究
“

论点提出 者
”

这一研究对

象时 ，才能被作为史料来使用 。 案例中 ，
教师将

史论性材料作为史料来印 证教科书上 的 观点 。

这种以结论来证明结论的做法 ，实际上是违背了

“

史料实证
”

的基本原则 。

当然 ， 在教学中 ，
史论性材料也非不可用 。

【 案例 】讲到
“

冷战
”

，
教师 使用 材料 ：

１ ９８ ９ 年
，

目 睹该 建筑被推倒 ， 有人说 ：

“

有形

的墙倒 了
，
无形 的墙还在。

”

提 问 ：谈谈你 对这 句

话的理解。 教师 用到 的 是一段 史论性材料 ，
却没

有直接给其下定论 ，
而是 引 导 学 生 用 已 经 掌握的

史 实材料去证 实 史论的 正确 与 否 。 也就是说 ，
在

教学 中 ，我们 可以 运 用 史论性材料引 导学 生 进行

倒推 ，
用现有 的 史料去印证史论性材料 中 的观点 。

名家名论也是我们经常会选用 的史论性材

料 。 在运用这类材料时 ，
我们首先要对其观点做

—基本判断 ，
因为这些观点也会因 作者所处时

代 、个人情感 态度或立场等 而导致有诸 多 的不

妥 。 所以 ，
在使用名家名 论时 ，

与其 用它去印证

教科书上的观点 ，
不如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论点 的

提出者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这才是
“

史料实证
”

的

精神所在 。

在史料选择上还有一种不好的现象 ， 即 教师

为了 凸显 自 己 的观点 ，有意无意地挑选具有明显

倾向 性的 史料 ， 甚至截取史料 中 的 某一部分 ，却

对无法证实个人观点乃至相违背的史 料视而不

见。 这是造伪 ，
更是一种知识垄断 ，

是我们必须

小心谨慎且要尽量避免的 。

３ ． 史料的使用

在史料的分类 中 ， 实物史料之所以有着极高

的价值是在于其客观的存在性 ， 但客观存在的历

史一旦经过人为处理 ，
如 转化为文字 ， 客观就是

相对的
，
因为史料不仅会随作者附带上他个人的

感情态度与价值取 向 ，也会受限于 自 身认知与当

下立场。 所 以 ， 在使用 史料时 ， 若仅仅从某位作

者的单一视 角去解 读 ， 自 然是不能 展现历 史全

貌的 。

【 案例 】 讲到
“

闭 关锁 国
”

，教师 出 示材料 ：

乾隆帝给英王的赦谕说 ：

“

天朝 物产 丰盈 ，

无

所不 有 ，原 不 籍外 夷 货物 以通有无 。 特 因 天朝所

产茶叶 、 瓷 器 、
丝 第 为 西 洋各 国 必需之物 ，

是 以加

恩体恤。

”

——

《粤海关志 》

教师提 问 ：乾隆皇 帝 的 心 态是怎样的 ？ 学 生

回答 ： 妄 自 尊 大 。 教 师追 问 ： 他 为 何会有如此心

态 ？ 学生 回答 ：

“

康乾盛世
”

的 繁荣 与 对外界的 一

无所知。

案例中 ，
教师试图运用 《粤海关志 》 以乾隆 的

视角呈现历史
，
有帮助学生神人历史的企图 。 但

可惜
，
这样的单一视角使得学生的 观察过于简单

而单向 ，
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 乾隆 眼

中的
“

康乾盛世
”

就是历史 中
“

康乾盛世
”

的真相

吗 ？ 如果给学生出 示 以下两则 史料 ，
学生对

“

盛

世
”

的理解是否还会是一样的呢 ？

材料 丨 同 时代诗人魏来 朋 写道 ：

“

潍 北 邑 当

丁 丑年 ，
沿 海 村落 少 炊烟 。 无 麦无 禾 空 赤地 ，

家

家真乃 如磬 悬 。 膝 下娇儿 莫 能 蓄 ，

百许铜 钱即

便鬻 。

”

材料 ２英使 马 戛 尔 尼在来 华 日 记 中 写 道 ：

“

当我们每天 都在 艺 术和科 学领域前进 时 ，
他们

实 际 上 正 在 变 成 半 野 蛮 人
” “

遍 地 都 是 惊 人

的 贫 困
”

。

单一视角 的 史料解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

生对史实认知的片面化甚至绝对化。 因此 ，
在决

定使用什么史料去辅助教学时 ， 教师应有意识地

避免使用单
一视角 的 史料 。 只有 多视 角 的史 料

才能展现出 更为完整的历史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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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对

“

史料实证
”

的认识误区

１ ． 能证明吗

落实
“

史料实证
”

的首要问题是
“

能证明吗
”

。

常见的误区案例有很多 ，
如用后代的 史料证实前

代的历史 、用特例反映普遍现象等。

【 案例 】讲到
“

清末民初
”

， 教师 出 示材料 ：

民 国 北 京 某 周 姓女 ，

“

自 幼 游 学 欧 美 ， 染 一

种 西洋 习 气 ，
去 岁 回 国

， 即 在 宣武 门 内 某 学校充

任教务 ， 为 出 嫁计 ， 未行禀 明 父母
， 即在 门 前挂

一招夫广告牌
，

上 书女 学 士 周 某
，
现年 ２ ８ 岁

，
原

籍 广 东 香 山人
。 久 寓 北 京 ， 毕业 于 美 国女 子 大

学 ，
现执教鞭于 京 师 某 女学校 。 家 资及 不 动 产

可达 ５ 万元之数。 自 悬牌之 日 起 ，
至民 国 ８ 年 １

月 止
，
各 学士 如有 与 周 某具有 同 等之能 力 及资

产 者 ，每 曰 午后 ４ 时至 ６ 时 ， 为 会谈期 ， 务请应 时

驾 临可也 。

”

教师提问 ： 从材料得 出
， 中 国 近代婚姻风俗

出 现 了 哪些可喜变化 ？ 为何会有这种变化 ？

案例中 ，教师以 民 国一周姓女的征婚启事便

要学生得出 中国近代婚姻风俗的变化 ，
这种以特

例反映普遍现象的做法属于对史料的过度解读 。

对史料的过度解读是史 料实证中最容易 出现的

问题 ，案例也有很多。 要避免这一点 ， 教师就要

做到对史料解读得客观 、合理 以及有逻辑的适当

推论 。 否则 ，对史料的过度解读就会影响学生对
“

史料实证
”

科学性的认识偏差 ， 而这种偏差会直

接导致历史课堂的失真 。

２ ． 怎么证明

落实
“

史料实证
”

还要解决
“

怎 么证 明
”

。 互

证是解决该问题 的关键。 也就是说是否有其他

史料的佐证 ， 是否能构成证据链 。 在教学 中 ，
互

证所存在的误 区多集 中于如何理解
“

证据链
”

这

一问题之上 。

【 案例 】讲到
“

秦暴政
”

，

教师 出 示 以下二则 史

料进行互证 。

（
始皇 ） 秦 王怀贪鄙之心 ， 行 自 奋之智

，
不信

功 臣
， 不 亲 士 民 ，废王道而 立私爱 ，

焚 文书 而酷刑

法
， 先诈 力 而 后仁义 ，

以暴虐 为天下 始。

——

司 马 迁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
二世 〉 坏 宗 庙 与 民 ， 更始作 阿房之宫 ；

繁刑

严诛 ，
吏治刻 深

；
赏 罚 不 当

，赋敛无度 。 天下 多 事 ，

吏不能纪
；
百姓 困 穷

，
而 主不收恤。

——

贾谊 《过秦论》

案例中
，
教师使用 《史 记 ？ 秦始皇本纪 》 与

《过秦论》进行互证 ，
得出 秦的暴政致使其灭亡。

《史记 ？ 秦始皇本纪》在编写时曾 参考过他人论

文
，
如贾谊 《过秦论》 等。 也就是说 ， 两则史料其

实是同
一

立场 的 。 因此 ，
它们无法形成证据链 ，

互证也就 自然不能够成立 。 互证应在不同立场

的史料间 建立起来 。 这就要求教师对 自 己 使用

的史料都要做好完备的认识。

史料互证可以是同
一

类别史料间的互证 ，也

可是不 同类别史料 间的互证。 但选择使用 同一

立场的史料进行互证是不具有实际意义 的 。 而

不同立场的 史料又往往会给学生呈现历史细节

的反差 ， 这种反差将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 ， 并最

终通过互证的方式 ，找到真相 ，
理解历史。

３
． 为何证 明

落实
“

史 料实证
”

最 终应 当 回 归
“

为何证

明
”

。

“

史料实证
”

的核心是科学性 ，包括用什么

史料 ，
如何实证

， 逻辑是什 么 ，这些既是落实
“

史

料实证
”

所要考虑的范畴 ，也是其科学严谨性的

具体体现 。 然而 ，
在教学 中我们更应考虑历史学

科应有 的
“

人文关怀
”

，
这恰恰是解决

“

为何证明
”

的关键所在 。

【 案例 】讲到
“

粮票
”

， 教师 出 示 实 物
， 要求 学

生观察并找 出 信息 。 学生 归 纳 的 信息有 ： 发行时

间 与 部 门 、 面 值 、使用 区域与 方 法及注意事项等。

教师 随即 出 示 多种票证并提 问 ： 为何 当 时 的 中 国

会 出现如此种类繁 多 的 票证 ？ 学 生得 出 结论 ： 国

家物 资 匮乏 。

案例 中 ，
教师运用实物让学生对历史有 了直

观的认识 ，很好地落实 了
“

史 料实证
”

的科学核

心
， 却缺少了

一丝历史 的温度 。 史料的创造者是

人类 ，人的感情会在史料被创造时不 自觉地流入其

中 。 所以 ，

“

史料实证
”
一定要关注

“

人文关怀
’ ’

。

【 案例 】 教师 引 导 学生 观察粮票 上 的 图 片 并

归 纳
：
它 们 大都 与 国 家 重 工业 有关 。 随后 追 问

：

２２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 总第 ４７７ 期 ）

Ｉ





焦 飫ｍ察 卜

冲＾急之 教 学 参 考

栏 目 主持人／韩迎迎 雨 人

关于历史解释 素养水平划分 的表述 ， 《普通划分
”

（ 以下简称
“

附录
”

） 。 研读下来 ， 笔者产生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 中出现两次 ： 第疑问两则

，结合下表详述 （ 由 于第 ６ 页
“

课程 目

４２
—４４ 页

“

学业质量水平
”

（ 以下 简称
“

学业质标
”

关涉此问题
一

并录人表中 ） 。

量
”

）和第 ７ １ 页
“

附录 １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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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目标
” “

学业质置水平
” “

附录核心素 养水平
”

中历 史解释水 平划分明细 表

课程 目 标 学业质量水平 附录核心素 养水平

（ １ ） 区 分历 史叙述 中

的 史 实与 解 释 ， 知道 对 同

一历 史 事物 会 有 不 同 解

释
， 并能 对各 种历 史 解释

加以 辨析和价值判 断 ；

（ ２ ） 能够客观论述历

史事件 、
历 史 人物和 历 史

现 象 ， 有理 有 据地表 达 自

己的 看法
；

（ ３ ） 能够认识 历 史 解

释的 重要性
， 学会从 历 史

表 象 中发 现 问 题 ， 对历 史

事物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作

出 解释
；

（
４

）
能 够客观评判现

实社会生活 中 的 问题

１
－ ４ 能够有 条理地讲述 历 史上 的 事情 ，概述

历 史发展的 基本进程
；
能够说 出 重要 历 史 事件的 经

过及结果 、重要历 史人物 的 事略 、 重要 历 史 现 象 的

基本状况

水平 １ 能够辨别 教科 书 和教学 中

的 历 史 解释 ； 能够 发现这 些历 史 解释与

以往 所知历 史 解释 的 异 同
；
能够 对所 学

内 容中 的 历 史 结论加以 分析

２
－ ４ 能够分析有 关的 历 史 结论 ； 能 够 区 分历

史叙述 中 的 史 实与 解释
；
能够在叙述历 史 时把握历

史发展的 各种联 系 ，
如 古今联 系 、 中 外联 系 等 ， 并将

历 史知识 与其 他 相 关 学科如地理 、 语 文
、 艺 术 等知

识加 以联 系
；
能 够选择 、 组织和 运 用 相关 材料并使

用相 关历 史 术语 ， 对 具体 史 事作 出 解 释 ； 能够 尝试

从历 史 的 角 度解释现 实 问题

水平 ２能 够 选择 、
组织 和运 用 相

关 材料并使 用 相 关历 史术语 ， 对 个别或

系 列 史 事提 出 自 己 的 解释 ； 能够在 历 史

叙述中 将 史 实描 述 与 历 史 解释 结合起

来
；
能 够 尝 试 从历 史 的 角 度 解释现 实

问 题

３
－ ４能 够 分辨 不 同 的 历 史 解释

，
尝试从 来

源 、性质和 目 的 等 多 方 面 ， 说 明 导 致这 些 不 同 解 释

的 原 因 并加以 评析 ；
能够 选择 、

组 织 和运 用 相 关 材

料并使 用 相关 历 史 术语 ， 在正确 的 历 史观和方法论

的指 导下
，
对 系 列 史 事作 出 解释

水平 ３能 够 分 辨 不 同 的 历 史 解

释 ；
尝试从 来源 、 性盾 和 目 的 等 多 方 面

，

说明 导致 这些 不 同 解释 的 原 因 并 加以

评析

４
－ ４ 能够在独 立探究 历 史 问题 时

， 在尽可 能

占 有 史料 的基础上
，
尝试验证以 往的 说法或提 出 新

的 解释
；
能够 在正确 的 历 史观和 方法论 的 指 导 下

，

全面 、客观地论述历 史和现 实问 题

水平 ４在 独 立探究 历 史 问題 时
，

能够在尽可能 占 有 史料的 基础上 ，
尝试

验证以 往的说法或提 出 新的解释

国 家 为什 么 将这 些 与 重 工业有 关的 图 案 印 刷在

粮票上 ？ 是否 有特殊 意 图 ？ 这样 ， 学 生 不 仅能学

到 历 史 ，更能理解历 史 。

“

人文关怀
”

是指对人性 的关注和理解 。 从

人的 自身需求 、人的欲望出 发 ， 满足人的需求 ， 维

护人的利益
，
从而达到对 人权的基本 尊重。 挖掘

人类情感在 史料 中 的 遗留 并 引 导 学生意识到其

中的人文关怀 ，
不仅能让历史课堂 留有 温度 ，

还

能进一步帮助学生做到
“

同情之理解
”

。 历史学

科离不开
“

人文关怀
”

，而
“

人文关怀
”

也应当作为

培育
“

史料实证
”

核心素养的最终落脚点 。

（ 作者地址／上 海市奉 贤 区 光 明学校 ，

２０
１ ４ 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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