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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评价

“历史性根植在时间性中”[1]。历史时间是历

史教学和考试的高频词，时间观念是历史核心素养

之时空观念的一部分。所谓时间观念，是在特定时

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

这种在特定时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思

维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时间思维。高考试题是教

学的风向标，通过研究试题改进教学渐成共识。本

文试从 2018年全国卷Ⅰ第 41题切入，结合历史时

间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探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

的契合点，培养学生的时间思维。

一、发现特点：材料设问凸显历史时
间
第 41题涉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历程。中国最

早的成文乡约是北宋《吕氏乡约》，由吕氏兄弟首

先发起并在陕西蓝田局部地区付诸实践。朱熹对其

进行作者 的考证与内容的增损。明代王阳明将太祖

的《圣训六谕》加入乡约组织，逐渐成为乡约的中心。

清代，一方面乡约由礼部管辖，保甲、社仓由户部

管辖，各有主管互不关联，破坏乡治组织的整体性。

另一方面，顺治命令每月乡约要宣讲《圣训六谕》，

康熙颁布的《上谕十六条》成为乡约宣讲的正本，

乾隆将《上谕十六条》注解演绎为《圣谕广训》并

成为唯一的宣讲材料。至此，乡约变成“民众教育

的宣讲”、“政府钦定的规劝”[2]。乡约制度虽因

时而变，但“自治”仍是基本特征。

19世纪中后期，内忧外患的形势呼唤基层社会

自治，西方民主制度顺势传入，使吸收西方地方自

治因素成为可能。1909年，清政府仿照日本的《市

町村制》，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民国时

期，政府几次推行地方自治，惜成效不大；梁漱溟

等乡村建设理论引导者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未能

坚持。

1984年，我国废除人民公社，设立乡镇，“三

级所有，队为基础”也被村民委员会取代。为了统

一规范村民委员会制度，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通过梳理基层社会治理演变过程，结合第 41

题可发现，该题的材料和设问贯通中国基层社会治

理的传统和现实，既突显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的

历史趋势，又强调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传统基层

社会治理的滥觞和鼎盛－－宋明乡约；由传统向近

代转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清末地方自治；改革开

放后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当代村民自

治。而对历史趋势和时代特征的判断离不开重要的

时间节点，如“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

治章程》”，将“清末”这个时间概念定位在清末

制度改革的时代。精确的时间点、特定的时间段、

超越时段的时间趋势等时间形态在第 41题中异常

鲜明。那试题中所表现的历史时间形态与历史研究

中的时间形态是否吻合呢？

二、回归理论：试题契合历史时间形
态
在时间中思考是最具历史学科特点的思维方

式。在西方，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短时段、中时段、

长时段的概念。在国内，有学者从历史认识论上分

析提出历史认识的特殊命题、普通命题和普遍命题
[3]，分别与具体时间点、特定时间段和超越时间段

的时间趋势相对应；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应在自然

时间量度、社会时间量度和心灵时间量度中展开，

分别对应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意义建构三种

历史时间形态及时间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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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解范式。[4]历史时间具有多种形态已成共识。

在此，笔者尝试借鉴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心灵时

间的历史时间理论对第 41题进行分析。

自然时间是客观必然的社会生活中惯性运动、

均匀分布的时间，是单向度的。人类过去的社会活

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发生，自然时间中的人类活

动一旦消失，便不能以原有内容、形式和过程再现。

但人们能通过它遗留至今的材料直接或间接地确认

曾经社会生活的存在，并以此重现以往社会的时间，

确认历史事实。

社会时间是历史事件的社会实践性衍生的产

物，是非均速非惯性的。历史事实发生与存在的原

因、历史事件背后更为宏大的社会力量的内在联系

在社会时间中清晰可见。唯物史观从人的角度出发，

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人

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理解历史形成与发展的代表

理论。

心灵时间是了解历史中人们的生存经验、体验、

感受、表现方法以及语言符号的构成，并通过直觉、

想象、体验、领悟和解释等心灵活动，真切地理解

历史，使历史在现实中复活，激发包括当下现实社

会生活意义在内的全部历史的文化价值，昭示社会

历史的现实意义。[5]

诚然，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心灵时间的内涵

复杂而广博，非一道试题所能全面体现，但我们仍

可借其来审视第 41题：

材料中“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

自治章程》”是在自然时间中理解历史的成果，也

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历程中关键性的时间点。

“1909年”虽不可再现，但可明确指向清末新政这

一地方自治的政治背景，而非“清末”大时间段下

其他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背景。

设问中，第一问概括宋代到明清时期乡约制度

的变化，即把握基层社会治理在宋代和明清时期的

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第二问简述清末城镇乡地方

自治的历史背景，即分析清末地方自治与西方民主

思想传入、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问说明村民自治的意义，即把握基层社会治理

在改革开放后的特征及意义。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

看，这就是在社会时间中对宋代、明清、清末和改

革开放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解和阐释。

心灵时间虽未直接体现，却也蕴含其中。考生

在回答第三问时会联想：既然村民自治有意义，那

宋代和明清的乡约制度、清末的地方自治是否也有

历史意义？对近代乃至当代的基层社会治理有无影

响？这样的思考超越特定时段，属于心灵时间，留

给考生的印象是，从古至今，基层社会治理一直是

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特征，体

现发展趋势。在现实中承载、面对、解释中国基层

社会治理的历史，认同当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理解其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乃是在

心灵时间中理解历史的成果。

通过以上分析，第 41题的材料和设问所涉及

的精确时间点、特定时间段和超越时段的时间趋势，

与学者提出的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心灵时间基本

契合。

三、攻玉以石：历史教学培养时间思
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时间思维在史学研究中受

到重视，在高考命题中得以呈现，学生时间思维的

培养理应受到重视。时间思维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

意义，但往往要与其他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培

养学生发展素养兼应对高考。

（一）紧扣关键的自然时间点确定事实推导特

点

重大历史事件在自然时间中的定位已有前人的

研究作基础，教师一般会巧用时间轴和大事年表，

辅助学生记忆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梳

理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但这并非最终目的。在

学生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提醒学生紧扣其

中关键的时间点，通过它在自然时间中的相对位置，

推导事件发展的基本特点。

例如，在学习隋唐历史时，可以借助时间轴，

让学生把重要历史事件的自然时间点标记在时间轴

上（如图），便能清晰地看到 581年隋朝建立、

627-649年贞观之治等关键时间点的相对位置，学

生很容易在自然时间中确立隋唐历史的存在。但仅

确定并记住它们存在于某个自然时间是不够的，在

确定事实的基础上，教师提示学生通过简单的年代



2018年第09期62

学业评价

计算，推导出隋朝速亡而唐朝逐渐兴盛、长期稳定

的特点。

隋唐时期的关键时间点

（二）在社会时间中比较时代特征把握历史趋

势

史家托波尔斯基认为：“研究历史要寻找历史

的规律性，不应用比较法难以独立地找出多少带有

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性；在阐述历史时，要说明某一

过程的进化，不把它与其他过程进行比较，也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6]可见，探究时代特征与历史趋

势离不开比较法，尤其是在社会时间中的比较。社

会时间中的比较又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

共时性比较，即通过分析相同时间段内政治、

经济、文化等，寻找共性，把握时代特征。要理解

唐朝何以持续稳定、逐渐兴盛，仅仅让学生识记历

代皇帝及其治国措施的史实是远远不够的，应指引

学生通过比较唐朝前期轻徭薄赋、整顿吏治等治国

策略，发现“惜民力，存百姓”的共性。这是唐初

政治的重要特征，也是唐朝兴盛稳定的主要原因。

历时性比较，即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

异，发现历史演进的轨迹。隋唐都是大一统趋势下

建立的统一政权，何以隋速亡而唐兴盛？通过比较

隋炀帝和唐朝前期的治国措施，可以发现炀帝“耗

民力、损百姓”，与唐朝“惜民力、存百姓”形成

鲜明对比。在社会时间中比较隋唐统治策略，帮助

学生理解隋速亡而唐兴盛的深层原因，把握中国古

代大一统历史趋势的演进态势。

（三）在心灵时间中追问历史意义感悟历史价

值

心灵时间比较复杂，在教学中至少有两方面的

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在自然时间中已经过去的历史

能够通过心灵时间存在于历史认识中，昭示历史的

现实意义；二是人的心灵活动是多元开放和动态结

构的，心灵时间中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呈现多

元和开放的情况。具体到教学中，教师通过呈现不

同时代、不同学者对历史的理解，让学生感知心灵

时间在历史学习中的重要性，或通过呈现足够的材

料，以各抒已见的方式，直接与历史对话，把历史

与现实联系起来，用心灵感悟历史的本质价值。

仍以隋唐历史学习为例。隋唐历史在自然时间

中有始有终，但在心灵时间中永远不会终结。学生

通过自然时间确定隋唐存在及其特点、借助社会时

间分析隋唐存在特点何以形成后，教师继续启发学

生在心灵时间中对隋唐历史进行追问，从而作出解

释性理解。教师可指导学生将对时间的关注向上推

移，关注隋唐历史的延续与变迁，将隋朝与魏晋南

北朝 300多年的分裂割据联系起来，使学生对隋朝

的认识不局限于隋的速亡，突出它重建统一的伟大

意义。教师还可进一步追问学生：既然隋朝如此伟

大，为何不能如唐朝般延续统治？引导学生关注并

思考政权稳定与民生建设的关系。这样的思考超越

时间段，每个学生得出来的结论不尽相同。在不断

的意义追问中，学生在心灵时间中思考，立足现在，

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进程中的成绩与问题，思考当

下的努力方向，积极参与社会决策，增强公民意识。

第 41题呈现或蕴含的时间点、时间段及时间

趋势，学术界关于历史时间问题广泛深入的研究，

都昭示着培养学生时间思维的重要性。笔者仅从自

然时间、社会时间和心灵时间的角度对第 41题进

行分析，并提出紧扣关键的自然时间点确定事实推

导特点、在社会时间中比较时代特征把握历史趋势、

在心灵时间中追问历史意义感悟历史价值的时间思

维培养策略，管中窥豹，以求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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