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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纲要下第二单元“中古时期的世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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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题引领下的
单课教学构想与实施

普通高中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第一期研修班



点状文明：
多点勃兴
多元独立

块状文明：
由点到面
交互生辉

区域文明：
异彩纷呈
区域互动

文化圈层：
传承更生
社会渐变

文明转型：
西欧嬗变
开拓空间

整体世界：
西欧主导
全球联系

古代世界         中古世界        近代世界

多元无关         多元相关        多元一体

各文明间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学习，推动社会进步；不同文明区
域在向外拓展中，驱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

引领性学习主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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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
• 欧洲

• 中古
• 亚洲

• 古代
• 美洲

• 古代
• 非洲

断裂焊接

革故传承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闭环内生

有限交流

闭环内生

有限交流

p异彩纷呈
p区域互动

p传承更生
p社会渐变

普通高中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第一期研修班



1.主题概述

• 中古时期的世界是多元多彩的。以欧洲海陆为主的罗马世界从地
域空间和宗教派系裂变为两种风格不同的封建社会,在历史的断裂
与弥合中滋育了未来社会的胚胎;亚洲地区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西亚
伊斯兰文明圈、南亚多教共生文明圈和东亚儒家文明圈;而在美洲
山地与平原地域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则在相对隔绝的
闭环状态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明。中古时期世界不同文明
区域即并立共存,又多向交互,伴随着区域文明的动态发展,人类将
在动态渐变中从分散走向整体。

课标要求 单元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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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分析：第3课 中古时期的欧洲
◆单元定位：
• 中古欧洲是中古世界多元多彩文明之一，孕育了独特的文明类型，

并成为推动多元相关的区域世界走向整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p核心主旨：深度学习的价值原点和内涵皈依

内容主旨:在罗马帝国的废墟和罗马文明遗产的基础上，中古的西欧和东欧演绎了文化

同源、发展迥异的历史。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以经济上领主庄园、农

奴劳动，政治上封君封臣、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随着新兴城市的出现和王权

与教权的博弈，西欧主要封建国家形成，孕育了向近代社会嬗变的内驱力。反观东欧，

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拜占庭帝国，完成罗马法的编纂，并依托地利，沟通东西，其文

化辐射东欧，泽被后世。带有深深罗马文化烙印的俄罗斯帝国，不断强大，雄踞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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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君封臣制、庄园制、农奴制
王权演变、城市兴起教会
拜占庭帝、俄罗斯帝国

课时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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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性学习主题视角：
断裂——蛮族入侵
西罗马帝国灭亡
古典文化被毁灭
帝国城市变废墟
蛮族王国起干戈
宗教禁锢抑人性

焊接——孕育新生
城市复兴成胚胎
市民崛起新动力
王权加强为后盾
大学兴起尚自由
罗马遗产拜占庭

课时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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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教材分析

精神支柱

隶农
制度

基督
国教

贵族
集团

罗马
因素

封土原则

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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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社

建

会

隶农制
氏族制

罗马贵族
日耳曼上层

教会
世俗

课时教材分析

庄园
制度

二元
体制

统治
阶级

精神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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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教材分析XXX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自治
管理

商品
经济

追求
自由

城市
兴起大学兴起

市民文学

市议会
等级君
主制

资本主
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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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人文
追求法治
城市辉煌
国家统一

断裂无序：
蛮族入侵
教会压制

焊接新生：
城市复兴
罗马遗产

文明转型：
西欧嬗变
开拓空间

整体世界：
西欧主导
全球联系

古代欧洲         中古欧洲        近代欧洲

近代社会胚胎的温床
从断裂走向“焊接”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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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教材分析

罗马
法

文化
艺术

古典
典籍

拜占  
庭

近代社会胚胎的温床 “焊接”新纪元

近代法治

人文精神

人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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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性学习主题视角：
•1、断裂与焊接相继
•2、城堡与城市相斥
•3、教权与王权博弈
•4、黑暗与光明交映 
•5、古典与近代交汇

课时教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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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学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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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学习重点：
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与演变

▲课时学习难点：
从“断裂与焊接”视角认识中古
欧洲的社会演进趋势普通高中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第一期研修班



★开放性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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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课程类型
•学情分析
•知识定位普通高中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第一期研修班



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A

历史解释

水平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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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能有条理地讲
述俄罗斯国家
的形成过程，
能够说出莫斯
科公国兴起的
经过及结果。

一般知识：俄罗斯

目标定位 范例参考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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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的学习目标

A

史料实证

水平3

B
能够在探究特定历
史问题时，自主地
搜集有关史料；能
够对史料进行整理
和辨析，并判断其
价值。

C

通过提供有关封君

封臣制、庄园劳作

状况的图片和文献

等历史资料，研读

说明中古西欧封建

制度的基本特征，

了解西欧封建制度

的历史影响。

一般知识：俄罗斯

目标定位 范例参考课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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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案——导思  导言  导行

• 学习任务单（围绕核心）——问题引领
●中古西欧社会发展断裂有哪些具体表现？
●何种因素造成了中古西欧社会发展的断裂？
●能够将断裂的西欧黏合的关键要素是什么？为何它能够起到黏合
的作用？
●西欧封建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能够给西欧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的关键是什么？
●中古欧洲的社会发展为近代欧洲的社会提供了哪些有利的条件？

断裂与焊接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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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学习任务单（围绕核心）——问题驱动

●教师首先展示西罗马帝国后期的蛮族入侵地图，

让学生回顾初中所学相关内容，说一说西欧社会

进入中古时期的状况。然后提出问题：

1、当时中古西欧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

2、在这样的现状面前，该怎样重建秩序？

3、在当时，有哪些能够重建秩序的条件？

任务一：中古西欧断裂与焊接的发端

1、断裂——蛮族入侵
西罗马帝国灭亡
古典文化被毁灭
帝国城市变废墟
蛮族王国起干戈
宗教禁锢抑人性

2、武力的、文化整合的
等等；

3、蛮族因素：王权、氏
族制；罗马因素：旧官
僚体制、隶农制等；
宗教因素：基督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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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任务二：中古西欧断裂与焊接的发展

“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
为酋帅而战斗……只有在干戈扰攘之
中才能维持人数众多的侍从，（因为）
侍从从慷慨的酋帅那儿可以得到战马
和无比锋利的长矛，这些恩典的财源
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

——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

“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
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把土地
赐给他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
从。”

——[美] 贾斯法兰科·波齐
《近代国家的发展》

设问：这是中世纪之初，蛮族王国的国王和亲兵
之间的关系。概括材料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说
说这样的关系对国家的统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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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任务二：中古西欧断裂与焊接的发展

封君封臣制度的建立需要履行一套特定的仪式。
9世纪封臣的效忠誓词如下：
我……效忠我的主人，爱其所爱，仇其所仇。
主人凡践履协约，因我委身投附而善待于我，
赐我以应得，则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
将以他的意志为准则，绝无违背。
——[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
社会史》上卷

设问：

1、从上述两段材料中，概括封君封臣制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有哪些？

2、阅读教材P15第二段“主要义务是服兵役”，为何封君封臣制与兵役紧密相关联？

3、这样的制度对西欧社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历史影响？

任何没有直接签订契约的人之间
不存在直接的权利或义务关系。
因此中世纪流传着一句谚语:我的
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世
界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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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性学习任务 任务四：中古西欧断裂与焊接的“新纪元”

设问：

1、仔细观察两幅图片，概括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2、从西欧城市兴起地图中，看出西欧城市的分布在哪些区域？侧面反映城市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3、阅读教材P17第二段，概括西欧城市兴起还有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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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在林肯城之居

留期已达一年零一日，且已

照章纳税，任何具有申请权

之人亦未提出要求，而此人

能按照本城之法律与习惯证

明此具有申请权之人在此期

间确在英格兰国境之内，但

并未提出不利于彼之异议，

则予亦将准许彼等与过去一

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于

予之林肯城中。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1、从上述材料中，提炼成为市民的条件有
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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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令状 
以下是14世纪英国议会的令状一则：

主教及其他高级教士、郡守、男爵、郡属骑士、市民代表和市
民议员、其他辖区的人士：遵照国王陛下的旨意，你们需赶赴议
会。国王非常感谢各位前来参会，也希望大家不久便能返回各自
的家园，所以诸位要抓紧时间迅速赶来，不得延误。不过主教、
郡守、男爵、审判官、法官及其他王室议事会成员如果没有国王
的特别指令则不得擅自离会。你们还需要留在议事会行使职责、
处理公务。

设问：（1）根据材料，概括当时的议会运作的流程是怎样的？
      （2）材料中能否看出市民的政治地位如何？
      （3）上述政治状况在“光荣革命”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持续性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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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学习评价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西欧，称雄一方的封建领主掌握着城
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地加强对城市的榨取
和勒索，如莱茵河上领主设置的关卡12世纪为19座，13世
纪末增加到35座，15世纪高达60座。西欧城市兴起后，很
快便展开了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在英王亨利二世同封建领
主的斗争中，英国市民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在那些国
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里，中世纪城市则采用城市同盟的
形式与封建割据抗衡。米兰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将领主
米兰大主教及其所属军队逐出了城外，取得了自治地位；
热那亚、威尼斯甚至在取得完全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了城市
共和国。尼德兰的圣奥梅尔以每年支付30镑的代价，从领
主佛兰德尔伯爵处，为行会成员和市民换取了在两个港口
的免税权。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
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
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
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
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
渐完备，君主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
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欧城市兴起后反封建领主斗争的主要内容，并简析其积极作
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和英国封建君主能战胜教皇权威的主要条件以及造成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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