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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方史，编写地方志向来是中国的传统。

作为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地图既有古旧地

图的可探索性，又有方志史料独有的乡土情怀。将

方志地图引入高中历史教学，可以把教材抽去的生

活基础交还给学生，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历史出发，

探寻课本中的大历史。从而做到化抽象为具象，化

共性为个性，让教与学的开展更加生动、自然。

本文将从选择性必修二第十课《古代的村落、

集镇和城市》中“城市的产生”一目入手，围绕明

朝永乐年间常州郡城图展开，探讨方志地图在高中

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一、确定核心概念，检索方志地图
概念教学是培育思维的载体。只有确定教材中

的核心概念，才能在检索方志地图时有的放矢。选

必二第十课《古代的村落、集镇和城市》中“城市

的产生”一目共有三段：

段落 段落主旨 核心概念

第一段
世界城市
的起源与
定义

城市是一定区域内政治权力、
军事防御、经济活动、宗教祭
祀的中心场所。

第二段
中国古代
城市的布
局与起源

中国古代的城市布局主要分
为宫殿区、手工业区和商业
区、居民区。

第三段
西方古代
城市的布
局与功能

古希腊城市布局中已反映出
行政、防御、宗教和商业的功
能。

据表格整理，选用的方志地图应尽可能体现一

座城市的功能与布局，从而覆盖三个段落的核心概

念。为此，笔者排除了山川、古桥等元素较多的地

图，选择了《常州府志》中明朝永乐年间的郡城图，

并将其与教材的核心概念进行匹配，如下表所示：

功能 布局 郡城图中的建筑或区
域

政治权力 宫殿区 /
行政区

司狱司、常州府、察院、
府学等

军事防御 军事区 城墙、护城河等

经济活动 手工业区 /
商业区

牛市巷、行甲库、税
课司、河泊所等

宗教祭祀 祭祀区 季子庙、真武庙、天
宁寺、城隍庙等

居住功能 居民区 新安坊、清秀坊等

通过核心概念的匹配与转化，学生借方志地图

走进了一个真实的情境，感知到书本知识来源于真

实世界。这有利于学生根据已有经验主动思考，实

现知识结构的自主构建，从而改变过去被动学习的

模式，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挖掘绘制信息，巧荐方志地图
对方志地图而言，绘制信息尤为重要，因为它

能与学生的认知、经历及乡土情怀产生天然的联系，

梳理并善用这些内容有助于塑造学生的家国情怀。

《常州府志》的郡城图“绘有常州府城的城池、

官署、庙寺、坊巷等，是现存最早的常州城市地图”[1]。

方志地图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 章则宸      常州市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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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笔者将其绘制信息梳理如下 [2]：

宋咸淳四年 《咸淳毗陵志》
常 州 知 州 宋
慈、史能之

元延祐二年 重刻宋本，刊行于世 ——

明洪武十年 以元刻本残本为基础，
重修为《毗陵续志》

张度修、谢应
芳纂写

明永乐
十六年

再次重修，是为《常
州府志》

未署纂修人

明成化二十
年

再次重修，是为《重
修毗陵志》

朱昱、孙仁等
人

清嘉庆
二十五年 增补校勘 赵怀玉、李兆

洛、吴山子等
清道光

二十三年 《武进阳湖合志》 孙琬、王德茂

21 世纪（衍
生作品）

地图集：《常州古地
图集》
方志文献藏于国家图
书馆

地方与国家图
书馆相关研究
人员

回溯这七百多年的编纂历史，常州地方史的延

续有赖于不同时期常州人的努力。以小见大，一个

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为此，笔者

将此表格作为课堂导入呈现在学生面前，辅以语言

讲解。在短短两分钟的导入中，学生不仅了解了手

中地图的由来，也感受到了浓厚的乡土特色。因此，

教师在运用方志地图时要注意挖掘其绘制信息与编

纂历史，将其中有利于渗透家国情怀的因素化繁为

简，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落实核心素养的

培育。

三、设计梯度问题，解读方志地图
“有价值的教学情境，一定是隐藏问题的情

境。”[3]方志地图为学生创设了真实的情境，但还

需要一系列新颖、生动的问题抓住学生的思维兴奋

点。为此笔者设计了以下两组问题：

（一）合作探究：

1.找出地图中你熟悉的建筑，指出其功能或是

历史渊源。

2.找出地图中你不了解但是很好奇的区域、建

筑或设施。

（二）回答问题：

1.根据地图，指出古常州城的布局。

2.结合书本，说明古代城市的功能。

第一组问题是探究性问题，它指向学习兴趣的

激发，旨在以合作探究的形式引导学生走入郡城图，

激发其思维的无限性。实践中，有学生从常州人文

始祖季子的视角出发，介绍了季子庙；有学生将城

西毗陵驿站放置于贾宝玉、贾政的文学故事中进行

介绍；还有学生观察到城市布局具有区域集中性的

特点。这些回答说明以方志地图为基础构建的情境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生活经验与思维潜力，也激发了

他们的对话欲望。

第二组问题是知识性问题，它指向核心概念的

突破，旨在让学生以地图为基础归纳和总结中国古

代城市的布局与功能。有了前一组问题作铺垫，学

生很快便从郡城图反映的小历史中提炼出书本中有

关城市功能与布局的大历史。

围绕方志地图的问题设计要注意联系性与新异

性，强化方志地图与学生生活的联系，激发课堂活

力；其次注重目的性，使地图内容成为突破核心概

念的支架材料；最后注重层次感，使教学的开展从

生活、情感层面逐步深入到知识、能力层面。如此，

学生便能基于已有经验自主归纳知识点，做到接知

如接枝。

四、抓住生成问题，深化方志地图
课堂教学是预设性和生成性的统一。方志地图

对学生而言是熟悉又陌生的，这意味着教学过程中

的生成性问题会更多。敏锐发现并妥善解决其中有

价值的部分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深化方志

地图的教学。

1.对“行甲库”的讨论

“什么是行甲库？”这是学生在课堂中提到次

数较多的问题。根据课前研究，笔者抓住了这一生

成性问题，并先让学生根据地图作出解释。有学生

通过“甲”字得出行甲库是存放兵器的仓库，为城

市提供军事防御功能；有学生认为行甲库与征收赋

税的税课司仅一巷之隔，根据图中区域具有集中性

的特点，行甲库应该是提供经济功能的机构。在学

生作出了不同的历史解释以后，笔者又引入了地方

志中的史料，并开展了如下教学：

师：明代《重修毗陵志》中并未出现“行甲库”，

却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行用库”。行用库与行甲库

是否为一处？“甲”是否为“用”的误写呢？

材料一：行用库在天井巷东，元至元中创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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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桥西曰平准行用库。国朝洪武初，知府张度移，

今地近废。                                     

——[ 明 ] 孙仁《重修毗陵志》

生：应是一处，方志中记载行用库位于天井巷

的东侧，这与地图所绘相符，且方志中并未出现“行

甲库”的释义。

师：那么什么是“行用库”？它的命运如何？

材料二：行用库为元朝所置，掌兑换钞币。元

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立中都行用库，后诸路

及部分府州亦置。明洪武八年（1375）置在京行用库，

隶户部，以收易昏烂之钞。

——整理自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生：行用库于元朝设立，是兑换纸钞的机构。

明朝洪武年间设在京行用库，由《重修毗陵志》中“今

地近废”可知，地方上的行用库已于明朝逐渐荒废。

通过地图描绘、方志定位和辞典释义，学生逐

渐揭开了“行甲库”的真面目，了解了该机构的功

能及演变。由这小小行甲库衍生开的是学生判断、

辨别和考证史料内容的能力，实证意识也在不断增

强。

2.城隍庙位置探析

“城隍庙为何独立于宗教祭祀区域之外，处于

行政区内？”这是另一个有价值的生成性问题。城

隍本是民间信仰，明初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使其

与各级政府形成对应关系。城隍庙相当于冥界的县

衙，“城隍神与官员共同襄办地方政务，初衷就是

利用民众信仰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统治”[4]。因此，

图中城隍庙位于行政区，且与常州府的位置相对。

除了城隍庙外，地图中的其他庙宇也有可以挖

掘之处。季子是常州人文始祖，孔子曾称赞“延陵

季子，其天人也”[5]，他也被常州百姓看作是诚信、

守礼的象征；陈司徒名为陈杲仁，方志记载其于

隋朝义宁年间拜为大司徒，“时称其忠孝文武信

义谋辩为八绝”，他死后“郡人即其兵仗库立庙

祀之”。[6]对季子与陈杲仁的祭祀具有地方特色，

属于民间信仰，但他们的形象却渗透着儒家的价值

观，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季子庙、陈司徒

庙也为统治者在城市中提供了教化职能，是皇权在

基层社会渗透的表现。此外，真武信仰历史悠久，“宋

初真武变成道教四圣之一”[7]；天宁禅寺是常州城

的著名佛寺，至今仍香火鼎盛。儒释道三教的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教化都是课本重要的知识点。

在教学中构建方志地图与这些知识点的联系，有助

于学生调动生活经验并运用已有知识解释情境。如

此，学生便能在实践过程中巩固旧知，在经验基础

上生长新知。

实践中，笔者发现学生更习惯从生活经验的角

度作出历史解释，抓住生成性问题可以使学生对方

志地图的认识从生活经验层面深化到知识能力层

面。受时间限制，不是每一个有价值的生成性问题

都能在课堂中解决。因此，教师可以选择在课中渗

透，带领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解读地图；也可在课后

布置专题研究作业，引导学生广泛搜集资料并撰写

报告。

五、小结
经由本次实践，笔者对方志地图引入高中历史

教学有一些反思，现将其归纳如下。

注意方志地图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有以下三

种使用方式。一是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研究材料，

如本文的课例，当方志地图的类型或要素与教学重

难点较为契合时，便能将地图完整地引入课堂教学，

并以此为中心，设计问题，塑造情境。二是作为知

识点教学的辅助材料。大部分方志地图难以完全融

入课堂，但其中的部分要素却能使课堂增色不少。

例如明清常州城市地图中的状猷坊、状元坊与科举

考试有关；寿安堂、德寿坊则是中国古代的社会救

济机构，这与选必一中“历代社会救济”的知识点

相关。三是作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材料，强化地方历

史的学习。

充分利用方志地图的乡土性与开放性。乡土性

意味着贴近学生生活，充分挖掘方志地图的乡土情

怀，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潜力，促进家国情怀的

培育。开放性带来的教学效果则取决于教师的设问。

设问要有目的性和层次感，注意联系生活实际并指

向核心概念的突破，避免学生在探索地图时迷失方

向；但过度详细的设问会限制学生的探索，弱化地

图的张力。因此，为方志地图设计契合的问题链有

助于发挥其开放性特点。

综上，将方志地图引入高中历史教学对落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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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作为一种研究视野与评价方法，

是指将考察对象置于纵深历史长河与广阔空间背景

中来审视，结合时代特征以洞察历史真谛。[1]它是

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观，强调以历史的、

客观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待历史。

统编版高中历史新教材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

度与社会治理》，时间跨度大、新知识多、内容较

庞杂，在课堂教学中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教学中，

视野宽广且重分析、比较、总结的“大历史观”的

运用，可以有效提高选择性必修一的教学效果。笔

者以选择性必修一第 5课《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

管理》为例，就“大历史观”如何优化课堂教学，

如何促进高中历史新教材的深度学习进行探究。不

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总揽：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梳理
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

年修订）》，《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与管理》的课

程标准为：“了解中国古代官员选拔方式的更迭过

程和不同的阶段特征，知道中央集权体制下古代中

国的官员考核和监察制度。”[2]本课包含两条主线：

一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官员的选拔、考核与监

察制度的演变这一“明线”；二是制度演变背后中

央集权不断强化这一“暗线”。基于此，笔者在落

实课标要求的核心素养的基础上，从“宽视野、长

时段、大环节”的视角，将本课教学设计分为两部分：

立国之基·择吏——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治国之

本·治吏——中国古代官员的管理。这样设计既有

利于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使学生了解制度产

生与流变的继承性、发展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与家国情怀。

（一）立国之基·择吏——中国古代官员的选拔

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和社会治理离不开官员，

官员道德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

家制度和社会治理的效果。“选官制度，显而易见，

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权为治理国家、处理国家事物而

心素养、激发课堂活力、培育学生思维有积极作用。

然而这只是笔者的初步探索，希望各位同行多关注

方志史料的教学价值，使每一节历史课都具有家乡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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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视域下高中历史新教材的深度学习
 ◎ 朱春华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