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家国情怀
”

是学习 和探究历史应具有 的社

会责任与人文追求 ， 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诸素养

中价值追求 的 目 标 。 引 导学生在历史学 习 中 增

进智识 、 浸润心灵 ， 形成正确 的情感态度 和价值

观念 ，是新时期 中学历史教学贯彻立德树人教育

根本任务的价值诉求和使命担当 。 以
“

学科核心

素养
”

为标杆 ， 立足学科本质 ， 强化育人价值 ， 通

过真实情境下 的课堂教学培养学生 的家 国情怀

与思维品质 ，是历史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

２０ １ ９ 年 ５ 月 ， 合肥市教科院基于改革开放 四

十周年和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 年 ， 组织市

区孔志刚 、刘玉迪两个名 师工作室开展联合教研

活动 ，
工作室成员 积极钻研新教科书 ， 选取具有

挑战性的课题 ， 力争突破教学实践中 的难点和疑

点 。 合肥市六十三 中学赵晨 、合肥市 四十五 中学

森林城校区王梅两位老师就八年级下册第 １ １ 课

参与评价 ， 而且还在其 中起着积极 的作用 ， 主动

地与评价者协商评价方案 ， 不断反思 自 己 的 行

为 ，通过评价不仅能改进和提高对教育过程的认

．
识 ，还同时理解了评价本身的意义

”
［

３

。

从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来看 ， 正如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 所指 出 ：

“

学生 的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不能凭空形成 ， 也不能只靠灌

输形成 。 只有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 ， 在做 中

学 ，进行 自 主学习 、 合作学 习 、 探究学 习 ， 在认识

历史的过程中练 习 和运用知识 ， 掌握探究历史的

方法和技能 ， 逐步学会全面 、发展 、辩证 、 客观地

看待和论证历史 问题 ， 才能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得

以提升和发展 。

”

面对高考 ， 我们更需要坚持这些

理念和要求 ， 不断创新与尝试 ， 努力将试卷讲评

课打造成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平 台 ， 不

“

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
”

进行 同课异构教学

展示 ，
工作室主持人 、市区教研员开展专题讲座 ，

针对本课 内容和 同课异构教研模式进行深度解

析 ， 为全市初 中历史教师提供统编教科书研修学

习 的典型案例 。 此后 ，
王梅老师的课经合肥市教

科院组织的专家组再次研磨后 ，参加安徽省义务教

育历史学科优质课评选获得一等奖 ，再次彰显了联

合教研在专家名师引领 、团队同伴互助 、骨干教师展

示等方面融合创新 、多赢共进的效能 。 本文试以此

次同课异构教学展示为例 ，探讨统编教科书教学实

践与研讨活动中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学科思维品质

的一些策略和方法 ，不妥之处 ，敬请指正 。

一

、 教材 与课标 ： 教学 目 标 的
‘ ‘

超

越
”

设定

初 中历史统编教科书体现着 国家意志 ， 传递

断提升历史教学的有效性 。

［
１

］ 教育部 考试 中 心 ？ 高 考 文科试题分析 （ 文科综

合分册 ）
２０ １ ９ 年版 ［

Ｍ
］

？ 北 京 ： 高 等教 育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
２

］
汪瀛 ． 行为 决 定结 果—— 中 学 历 史教 学行为 有

效性探微 ［
Ｍ

］
？ 北 京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１ ５ ．

［
３

］ 张汉林 ， 马全星 ，
赵亚 夫 ？ 高 中课堂有效教 学模

式 ［
Ｍ

］
． 北京 ：

北京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４

：
１ ５ ２ ．

【 附记 】 本 文 系 湖 南 省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工 作 者 协

会 ２０ １ ８ 年度 基础 教 育 重 点 课题
“

基 于 历 史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的 课 堂 教 学 策 略 研 究
”

（ 课 题 批 准 号 ：

ＸＪＫＸ １ ８Ａ００２ ８
） 的 阶段性 成果 。

（ 作者地址／湖 南省株洲 市二 中 ，
４ １ ２〇００

）

５６

翁打急史 教 学 参 考

栏 目 主持人／冯 力 楼卫琴
八 教研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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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 采风^
ｆｔ狄教学 参 考

着 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 ， 是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形

态的重要载体 。 基于统编版教科书 的教学实践 ，

需要充分把握教科书编写 的价值取 向 ， 带着
“

培

养什么人 ， 怎样培养人 ， 为谁培养人
”

的 时代思

考 ， 引 导学生树立 国家和 民族认 同 ， 坚定 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 信 、理论 自 信 、制度 自 信和文

化 自信 ， 厚植家 国情怀 ， 塑造健全人格 ， 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程标准是教学 目 标设计 的重要依据 。 就

现行统编教科书
“

为实现 中 国 梦而努力奋斗
”
一

课而言 ，教科书 内容包括
“

中 国梦宏伟蓝图
” “ ‘

四

个全面
’

战略布局
” “

新发展理念
” “

经济建设取得

重大成就
”

四个部分 ，
主要 阐述党 的十八大以来

我 国 的奋斗 目 标 、 治 国方略 、 发展理念等方面 的

进展及成就 。 显然 ， 教科书 内 容 已 经超 出 了 《 义

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中

“

知道 中 国

共产党第十六次全 国 代表大会以来我 国取得 的

新成就
” “

认识中 国坚持科学发展 、 实现社会和谐

的重要性
”

等相关要求 ， 相信新一轮的课程标准

修订会对这一部分 的 内 容要求进行调整 。 在此

之前的教学实践 ， 教师应遵循新课程理念 ， 尝试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依据 ， 进行教学 目 标确定和过

程设计 。

叶小兵教授指 出 ，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的

教学 目 标 ， 从学生 的实际情况 出 发 ， 聚焦问 题 的

解决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 ， 确定具

体可测 、五位一体的综合 目标 。 针对上述课例 中

教科书
“

超越
”

课程标准的实际问题 ， 授课教师在

深刻理解课程理念 、透彻分析教材 内 容和学情的

基础上 ， 将坚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 信 ， 以

培养家国情怀作为本课的核心教学任务 ， 确立如

下教学 目 标 ： 通过时间轴 、示意图 的建构 ， 了解 中

国梦 、

“

两个一百年
”

奋斗 目 标 、

“

四个全面
”

战略

部署 、五大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 内容 。 通过

图文史料的解读和问题探究 ，
理解 中 国梦提出 的

历史依据和科学 内涵 ， 从实现途径 、奋斗 目标 、 战

略举措 、物质基础等方面认识
“

实现 中 国梦 ， 必须

走 中 国道路 、 弘扬 中 国 精神 、 凝聚 中 国 力量
”

， 坚

持党的领导 ， 坚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通过情境创设和情感体验 ， 领悟
“

中 国 梦归根到

底是人 民 的梦 ， 必须紧 紧依靠人 民来实现 ， 必须

不断为人民造福
”

， 将
“

个人梦
”

与
“

中 国梦
”

紧密

相连 ， 把握时代脉搏 ， 昂扬奋进 ，
立志为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做出 自

己 的贡献 。

二
、情境与立意 ： 教学过程的创新

设计

李惠军老师指出 ，

“

史贵有根 、立德启 智
” “

教

贵有灵 、怡情励志
” “

课贵有魂 、形散神聚
”

。 历史

课堂教学
“

有效
”“

有魂
”

， 需要打破时空界限 ， 创

设生动真实 的学 习 情境 ， 使学生
“

神入
”

历史现

场 ， 在凸显教学立意和主题的教学活动 中体验与

会话 ，渗透和培养家国情怀 。

赵晨老师在本课教学中 ，敏锐地抓住 ２０ １ ８ 年

高考全国卷 Ｉ 作文 《给 ２０３５ 年的一封信 》 的社会

热点与教科书 中共十九大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 标

阶段战略规划在时间节点的关联 ，
以

“

高考经历
”

的话题立意 ，利用 １ ９７７ 年高考状元刘学红 ４０ 年

前后经历的相关实证资料作为导课线索 ， 设计了
“

个人梦 ？ 国家梦
” “

国家梦 ？ 中 国梦
” “

中 国梦 ？

我的梦
”

等教学环节 ， 通过 问题探究和情境会话 ，

引领学生多维度 、 多视角地感知
“

中 国 梦
”

， 深刻

理解个人的梦与国家的梦是统一 、相互促进的 。

ｒ

雇＊ 喔 ｔ

了 ！

１？飞＼ Ｉ

Ｉ Ｉ
？？

；

＼於  ｉ ：
＂ １

中 国 国 家博物馆藏 品 ： 北京１ ９ ７ ８年２月 １ ９ 日 《 人 民 曰 报 》 刊

市 １ ９ ７ ７年高等学校招 生准考 登刘学红高考作 文 《 我在这 战斗

证 （ 姓名 ： 刘 学红 ）的一年里 》

王梅老师以
“

家书
”

立意 ， 设计
“

打开一封家

书 ，聆听一段中 国梦
”

的活动贯穿教学过程 ， 并通

过
“

回 望——追梦赤子心
”“

凝 望——筑梦匠者

心
”“

展望——圆 梦 中 国心
”

三个篇章整合教学 内

容 。 导入新课环节运用 了 中 国有史可查 的 第一

封家书——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战 国末年秦墓 中

出土的木牍家书 ， 在现代史学 习 中渗透了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 ；

“

回望一追梦赤子心
”

环节 ，
以

赵一曼烈士给儿子的家书为引 ， 回望 中 国近代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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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学科思维的培养来回归
“

历史味
”

。

第一 ， 构建时间轴 和示意 图 ， 提炼和 归 纳有

效信息 ， 培养时空观念 ， 解读概念 内涵 ， 梳理结构

线索 ，通过直观的 图示 内化知识学习 。 例如 ：

‘ ‘

四个全面
， ，

战 略部署

全面建 中 国梦 中 国梦

（ 提 出 ） （ 阐述 ）

全面 全面推 全面 五大

成小康 深 化 进 依 法 从严 新发展

社会 改革 治 国 治 党 理 念

２ ０ １ ２年２ 〇 １ ２年２ 〇 １ ３年２ 〇 １ ３年２ 〇 １ ４
年２ 〇 １ ４

年２ 〇 １ ４
年

１ １ 月 中 １ １ 月 参３ 月 十二 １ １ 月 十 １ 〇 月 十 １ ２ 月 江 １ ２ 月 十

共十八 观 《 复 届 全 国 八届 三 八届 四 苏调研 八届 五

大兴之路 》 人大一 中 全会 中 全会中全会

大型 主次会议

题展 览

时 间轴归纳
‘ ‘

中 国梦
” ＂

四个全面
”

战 略部署和新发展理念的 时序

１ ９ ２ １
年 １ ９ ４ ９年２ 〇 ２ １

年２ 〇 ３ ５年 ２ 〇 ４ ９年

时 间轴解读
“

两个一百年
”

奋 斗 目 标的 内容

根本保证

全面从

示意 图解读
＂

四 个全面
”

的 内在联 系

天０设结购

单 元结构 ： 历史转折
一改革开放

一

理论体 系
一

伟 大梦想

课 时结构 ：

伟大斗争一精神

伟大工程一 力 量

伟大 事业一旗帜

伟大梦想
一

目 标

？
？

中 国梦

宏伟蓝图

内 途 目

涵 径 标

‘

四 个全面
”

战 略布局

新发展

理念

战 略举措

（ 保 障 ）

经 济建设

重大 成就
ｖ—

Ｖ
—^

物 质基础

（ 成效 ）

示意 图梳理知识结构

第二 ， 比较分析近现代史实 ， 在 问题探究和

逻辑推断的基础上进行历史解释和评价 。 例如
“

实现 中 国 梦 的道路
”

教学环节 ， 设计 了 如 下表

会各阶层 仁人志 士救亡 图 存 的追 梦之路 ；

“

展

望一圆梦中 国心
”

环节 ， 先后 引 用 习 近平总书记

写给父亲的家书 、柏林及波茨坦地区 国家公派学

生学者联合会写给祖国母亲 的家书 ， 体现 中 国共

产党人追求
“

国 家富强 、 民族振兴 ， 人 民幸福
”

的

伟大梦想和家国情怀 ，表达海外学子对祖国 富强

与建设成就的 自 豪感和使命感 ； 结课环节设计了
“

２０３ ５ 年写给母校的一封家书
”

活动 ， 引 导学生书

写 自 己 的梦想与追求 。 以 上 围绕
“

家书
”

的一 系

列教学活动设计 ， 新颖连贯 ， 知情共育 ， 拉近 了教

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距离 ， 营造 了 良好的学

习情境 ， 渗透了史料实证素养的培养 ，

“

润物细无

声
”

地启迪智慧 ， 融入浓郁的家 国情怀 ， 促进学生

对
“

中 国梦
”

、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领悟 ，

从内心深处坚定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 。

中 国有 史可查的 第
一

封家书赵
一

曼烈 士给儿子的 家 书
ｗｅｔ
■

一二 ４ ｆ Ｓ 幫 ｆ
－ － 三 之 ，

１

氧 碡 ＜ ４ ＊ 气
．

？ 蟪 ；

足 《 扈 耄 人 遴 礞 ． （ Ｃ ＊
（ 美

ｉ

４认 ？”－

ｊ
？

， 十
ｉ

ｔ ＊
－

． ？ ？？？ ！

４ ？ ？？ ？， ？ 》
■

习 近 平 总 书记 写给父亲 的家书 德 国 留 学生组织写给祖 国母亲的家 书

两位老师 的课堂教学都注重创设直观生动

的学习与交流情境 ， 营造具有人文性和浸润性的

真实
“

场域
”

， 凸 显 了从教者基于人生 阅历 、 阅读

积累 、 学术视野 、创新思维的教学立意 ， 蕴含思想

与方法 ， 激荡意蕴与才情 ， 在师生思维碰撞 、 真诚

会话中 ，展示出
“

课魂
”

的教学创意和价值引领。

三 、 问题与逻辑 ： 学科思维的有效

培养

家国情怀的培养 ， 不能依靠单纯的知识灌输

和说教 ， 而应通过富含思维 品质的探究与实践活

动引导学生体验 、 思辨 、认知 。 只有将学生的思

维激活 ， 才能形成主动学习 和建构 的
“

内驱力
”

。

鉴于本课教学内 容时政性较强 ， 两位老师在进行

教学设计时 ，注意从历史学科特征 以及学生认知

规律 出发 ， 加强课堂教学的逻辑性和探究性 ， 通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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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耋急丈 教 学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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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全面 建

民共 和 成小 康

国成立 社会

社会主义

现代化

富 强 民主 文 明 和

谐 美丽的社会主

义 现代化 强 国

＂

两个
一

百年
”

奋斗 目 标

共

的

国

党

立

中

产

成



賴■
打為丈 教 学

格 ， 引导学生通过合作探究 回顾近代 以来
“

走他

国 的路
”

与
“

走 自 己 的路
”

的史实与结果 ， 反思
“

为

什么实现中 国梦 ， 必须走 中 国道路
”

。

＂

走他 国 的路
”

与
“

走 自 己 的路
”

比较

史 实 结果

“

走他 国

的路
”

西 方

自 强 求富

都 没 有 改 变 社 会

性质 ， 实 现 民 族独

立
， 国 家 富 强

维新 变法

民主共和

民主科学

苏俄

（ 联 ）

中 心城市暴动
没 有 实 现 攻 占 大

城市 的 目 标

计 划 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受到 困扰

“

走 自 己 的路
”

井 冈 山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中 国 特 色社会

主 义道路

改 革 开 放取得 举

世瞩 目 的 成就

第三 ， 精用教科书辅助栏 目 中 的课程资源 ，

组织问题探究 ， 增强情感体验 ， 深化历史认识 。

例如
“

经济建设重大成就
”

教学环节 ，设计
“

表说
”

“

轴说
” “

图说
” “

数说
” “

众说
”

等活动 ， 立体呈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建设成就的 同时 ， 还可 以

紧扣教科书 中 《改革开放以来 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

表》 ， 引 导学生重点研读图表资料 中 的数字信息 ，

分析探究
“

三步走
”

战略部署
“

是否实现 两个

一百年
”

奋斗 目 标第一个阶段战略规划
“

能否实

现 ， 怎样实现
”

。 这一探究 问题的设计 ， 既让学生

直观感受我 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 ， 又能够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和探究 ， 既激活

了学科思维 ， 又培养了综合运用能力 。

改革 开放 以来 国 内 生产 总值增 长表

第 四 ，通过问题链的方式引 导学生对教科书

中 的结论进行 阐述 。 如 在 整个教学过程 中 ， 以

“

中 国梦
”

为核心 ， 设计以下 问题 ： 中华 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什么 ？ 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

兴的 内 涵是什么 ？ 中 国 道路是什么 ？ 为什么实

现中 国 梦 ，
必须走 中 国 道路 ？ 实现 中 华 民族伟

大复兴的 中 国梦 的根本保证是什么 ？ 为什么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 梦一定能够实现 ？ 新

时期如何促进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 梦 的实

现 ？ 以课题主题或教学核心 内容为原点 ， 进行

链性问题的设计 ， 提升 了 问题探究 的 品质 ， 有效

培养 了学生 的逻辑思维 ， 深化了 对教学 内 容 的

理解 和 运用 ， 促进 了
“

家 国情怀
”

教 学 目 标 的

达成 。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 厚植家 国情怀 ， 历史

教学需要
“

场域
”

的浸润 ， 在真实的情境 中培养学

科核心素养 ， 需要价值的 引 领 ， 在体验与探究 中

培养历史意识。 构建有家 国情怀和学科思维 品

质的历史课堂 ，这是我们的愿景与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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