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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 国家
”

教学设计

〇 石再
一

一

、 教学设计说明

根据 《普通 高 中历史 课程标准 （
２０ １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 ，本节课的学习要求是
“

通过了解

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认识它

们与中华文明起源 以及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产生

的关系 ；
通过 甲骨文 、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 ，

了解私有制 、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

。 依据 《普

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 历史 ： 必修 ？ 中外

历史纲要 （ 上 ） 》 （ 后文简称教师教学用书 ） 的解

读 ，本课的 重难点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 私

有制 、阶级与国家产生 的关系 ，早期 国家的特征。

那么
，
如何准确理解上述重难点 ，

就需要深人钻

研 《中外历史纲要 》 ，并辅之以教师用书和适合的

专 业 阅读 ， 才 可 以 准 确 理解 教 科书 的
“

微 言

大义
”

。

首先 ， 中华文明 的起源是近些年来学术界
一

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尤其是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

现 ，推动着对这
一问题的深人讨论。 新教科书强

调通过对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认识 ， 理解中华文

明起源的特点 ：

“

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 ， 源远流长
，

生生不息 ，展现了 自 身发展道路的独特魅力 。

”

其

中
“

多元一体
”

正是我们理解这
一问 题的关键 。

“

多元
”

指 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 考古发

现显示中国各地均可建立起从新石器时代早期 、

中期到晚期的考古学发现 ，
充分说明 中华文明 的

多元性 、多样性和本土性。

“
一

体
”

指 的是中华文

明起源的一体性。 在距今约四千年之际 ，长江流

域 、黄河流域等地 区盛极一 时的新石 器时代文

化
，
如 陶寺文化和 良渚文化几乎同 时衰落 ， 只有

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 ，

“

不但没有衰落 ，
而且显

示出稳定发展的潜力
”

［

１

］

。 以二里头遗址为 中心

的二里头文化
，
不断从中原 向 四 周扩散 ， 影响各

个地区的文明发展 ， 随着夏商周相继以 中原地区

为核心 向外扩张 ，

“

逐渐形成了 以 中原为核心 ，
以

黄河流域 、 长江流域为主干
，
周 围环绕多个文化

圈 的重瓣花朵式结构 ，创造了 多元
一

体 、 中原核

心的文明模式
”

。 因此 ，讲解 中华文明起源时 ，
可

引用苏秉琦先生的
“

满天星斗
”

说以 说明 中华文

明是
“

多元
”

的
，
再引入严文明先生的

“

重瓣花朵
”

说 ，呈现中华文明发展
“

多元一体
”

的特点 。

其次 ，私有制 、 阶级与国家产生的关系 问题。

国 内与国际学术界关于这个 问题的讨论也非常

丰富 ， 除了经典的摩尔根学说外 ， 还有酋邦理论 、

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复杂化理论等。 唯物史观始

终是我们解释历史最重要的 理论指导 。 由 此我

们引用唯物史观厘清以下问题 ：第
一

， 生产力 、私

有制与阶级产生的关系 。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

指出
：

“

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使

人类在满足 自 己 的基 本需要 之外 ， 有了剩余产

品 ，为私有制和剥削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部落酋

长和首领们利用职权把
一

部分公共产品据为己

有 ，私有制逐渐产生 ，社会分化成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两大阶级 。

”

同 时 ，
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 ，

一

些部落之间爆发战争 ，
被征服者往往沦为奴隶 ，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 的 阶级矛盾成为最早的阶级

对抗形式。

“

在阶级矛盾和部落战争 的双重作用

下 ， 逐渐出现了政府 、军队和监狱等强制机关 ， 国

家开始形成 ， 原来的部落首领 ， 演变为阶级社会

中 国家的统治者 。

”

第二 ， 国家产生的标志。 恩格

斯认为是
“

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

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

［

２
］

１ ５ ３

。 然而
，
这一说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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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适合 中国 。 因为在 中国古代 ， 氏 族 、宗族

和家族等以 血缘为纽带形成的组织长期存在并

发挥重要作 用 ，
中 国长期 处于

“

血缘 和地缘相混

合的状 态
”

［
２

］
１ ５ ３

。 因 此我国 史学家部分修正了该

观点 ，
并得到广泛认可

——

“

国 家形成的标志应

修正为 ：

一 是关 于 早期 国 家 中 阶级 是 否 已 形

成……二是关 于凌 驾 于全社 会之上 的 公共权

力
”

［ ３ ］

。 第三 ， 国家与 文 明 的关系 。 恩格斯 曾 明

确指 出
“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况
”

［
＜

］

， 即 以 国家的

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 、文明时代的标志。

再次 ， 早 期 国 家的 特征 。 龙山 时代万 邦林

立 ，
众多邦国 已经具备 国 家的 初始形态 ；

到了 夏

商西周时期 ， 个别邦国发展壮大 ，
建立起凌驾 于

其他邦国之上的
“

王权
”

，
并通过内 外服制 和分封

制 间接控制周 边的邦国 ；
三代以后 ，

经过春秋战

国 的过渡阶段 ，最终走 向 以郡县制为基础 的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 国家阶段 。 正如 《普通髙 中

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解读》指出 ，
早期 国家

和秦朝之后 的大
一统国 家相 比

，

“

其共 同点在于

都是世袭王朝 ，
具有职官 、军队等 国 家机器 ；不同

点主要在于以部族联合或分封制为基础 ，集权程

度不髙 ，管理 比较松散。 不同点是理解早期 国家
‘

特征
’

的关键
”

［
５

］

。

二
、教学过程详解

（

一

） 启人疑窶 ，
导入新课

０［

师 ：右面这张图 片 ， 是

西周时期
一个名为

“

何尊

的青 铜器上 的 两个金 文。

请问这两个是什么字 ？

生 ： 前 一个 字有点 像
“

中
”

， 后一个字初 看起来

是一个
“

或
”

字 ，有点不太明 白 其中 的意思 。

师 ：这位学生讲对
一

半 ，
这两个字是

“

中国
”

，

是我们
一

直 以来对 自 己 的称呼 。 其实早在西周

时期 的洛阳人就称呼 自 己 为
“

中 国人
”

， 但是那时

候的浙江人也是这样称呼 自 己 的吗 ？ 当然不是。

那么 ， 是怎样 的历史发展特点 ， 使得如今 中 国这

块土地上的各族人 民都认同 自 己 是
“

中 国人
”

？

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探究中华文 明 的起源 和发

展问题 。

设计意图 ： 以 新颖 的 角 度 向 生 活 中 习 以 为 常

的观念 提 出 质 疑 ， 导 入新 课 ， 有助 于激发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动 性和积极 性 ，让 学 生 在真 实 问 题 的 解决

中 理解和运 用 知 识 。

（
二

）
层层推进

，
理解新知

ｉ ．

“

最 早 的 中 国
”
——从考古发现理解 国 家

的出现

教师引 导 ：恩格斯 曾提出 以 国家 的出现作为

文明时代的标志。 因此中 华文明 的起点是中 国

国家的 出现。 目 前中 国学术界认为国 家形成的

标志是 ：

“
一是阶级的 出现 ，

二是凌驾 于社会之上

的公共权力 的设立 。

”

前 者可 以依据贫 富悬殊的

墓葬材料来进行考察
，
后者可 以通过对都城和宫

殿之类的建筑物来进行考察 。

有些学者认为 ，

“

最早 的 中 国
”

是二 里 头文

化。 阅读下列 材料 ， 并结合相关理论 ， 分析这一

观点是否正确 。

材料一 二 里 头…… 两 组有 着 丰 富 随葬 品

的 高等级塞 葬在 宫殿 的 院 落发现。
一 座 出 土 一

具 ３０—５０ 岁 成 年 男 性的 骨 架 ，
随葬 器物 有 青 铜

器 、 玉 器 、漆器 、 陶 器 和子安 贝 。
一个 由 大约 ２０００

块绿松石和玉 料制 成的 龙形 器置 于骨 架的 上部 ，

表明 墓主人拥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 。

——

刘 莉 、陈星灿 《 中 国 考古 学 ：
旧 石 器 时代

晚期 到 早期 青铜 时代 》

材料二 宫城城墙 围 起 的 面积 超过 １ ０ 万 平

方米。 纵长方 形 ， 与 磁北仅数度之差 的
“

二里 头

方 向
”

，

里 面 宫 室 林立 ， 带 门楼的 南 大 门 。 人们 看

着会觉 得眼熟 ：

这太像紫 禁城 了 。 它 的 总体面 积

虽 仅是 明清紫禁城的 七分之一 ，
但这可是 ３６００ 多

年前的
， 中 国 最早的

“

紫禁城
”

！

——

许宏 《何以 中 国 ： 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 的 中 原

图 景 》

教师理答 ：材料一显示二里头遗址 中这两座

墓葬中有非常丰富 的随葬物 ，表明墓主人拥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 ，可见 当时 的二里头 出现了 明显的

阶级分化。 材料二显示二里头遗址 中有一个专

门的宫殿区 ，这表明二里头有一个掌握公共权力

的统治阶层 ，可 以利用部落举握的大董人力 物力

修建宫殿。 由 此我们可以想 象 ， 当时的二里头社

７１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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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贫富差距悬殊 ， 阶级分化严重 ， 以二里头为中

心的都邑 ，
已然进人

“

国家
”

这一阶段 。 用二里头

考古队队长许宏的话说 ，这就是
“

最早的中国
”

。

设计意图 ： 通过对
“

死
”

史料 的发 现 ，
引 导 学

生 利 用 理论和 想象 力 解释 曾 经 的
“

活
”

历 史 。 在

对史料 的剖 析 中
，
确 定

“

最 早 的 中 国
”

，
理 解 国 家

产 生 的标志 ， 从而培养 学 生 的 史料 实证 素养 。

２ ．

“

何 以 中国
”
——从文化遗存理解 中 国 的

形成

转承 ：有些学生可能会质疑
，
为什么 一定是

二里头
，
难道这二里头之前没有

一个都 邑进人

“

国家
”

阶段吗 ？ 这就需要梳理从旧 石器时代到

新石器时代 中华文 明 的发展历程 。 根据下面这

则材料 ，并结合教科书第 ２４ 页内容 ，依据时间

顺序设计表格梳理 中 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 （ 建

议表格包括阶段划分 、时间 、典型遗址、 生产力发

展情况 、阶级关系 、社会形态等 内容 ） 。

材料三

考古学与 中 国古史体 系的时代对应关 系

考古学时代
传统 史学的

古史体系
年代 社会形态

主要经济

生活方式

旧 石 器 时

代晚期

伏義氏

燧人氏

距今 ５００００

一

１２０００
年

原始群 、

氏族
渔猎 、采集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和

中期

神农氏
距今 １２０００

－

７０００年

氏族 、

部落

渔猎 、农业 、

畜牧业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龙山前期

炎帝、

黄帝

距今 ７０００
—

５０００年

部 落 、

酋邦

农 业、 畜牧

业 、手工业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龙山后期

免 、舜 、禹

距今４５００
—

４０００年
邦 国

农业 、 畜牧

业 、手工业

青铜时代 夏 、商 、周

距今 ４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多年

王 国

农 业 、 畜牧

业
、 手工业 、

商业

铁器时代 秦至清
距今 ２２２８

—

１ ９１ １年
帝国

农 业 、 畜牧

业
、 手工业 、

商业

——

曹 大 为等总主编 《 中 国 大通 史 ？ 导论 ？

史前 》
｜

学生展示 ：原始社会因石器制作技术 的不 同

被区分为 旧石器时代 和新石器时代 。 中 国 的原

始社会经历约 ２００ 万年 的历史。 到 了距 今约

４０００ 年 ， 由 于夏朝 的建立而进入奴隶制 国家时

期 。 这 张表格 就呈 现了 中 国 原 始社会 的 发展

历程。

阶段

划 分
年代 典型遗址 生产 力

阶段

关 系

社会

形态

旧石

器 时

代

距今三百

万至一万

年

元谋人

北京人

打制石 器 、
渔

猎采 集
， 学会

用 火

群居 生活

新石

器 时

代

距今
一

万

至七千年

裴李 岗 、跨湖

桥文化

打 磨石 器 、 陶

器
，
原 始 农

业
、
饲 养家畜

贫富

未分

化

母 系 氏族

公社

距今七千

至五千年

黄 中
一

仰 韶

文化

黄 下
一大 汰

口 文化

江 下
一

河 姆

渡文化

彩绘 陶 器 、 种

植粟 稻 、 养蚕

缫丝

距今五千

至 四千年

黄 中 下一龙

山 文化

辽 上一红 山

文化

江 下一良 渚

文化

黑 陶 、 玉 器 、

大 规模 祭 坛

神庙

阶级

分化

日 益

明显

父 系 氏族

公社一部

落联盟
一

邦 国

青铜

时代

距今四 千

至二千年

二 里头遗址 奴隶制 国 家

教师理答 ：从 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青

铜时代 ，
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使人类在满足 自 己 的基本需要之外 ，
有了剩余产

品
，
为私有制和剥削 的产生创造 了条件 。 部落酋

长和首领利用职权把一部分公共产品据为己 有 ，

私有制逐渐产生 ， 社会阶级分化 日 益明显 ，
社会

形态从原始人群到母系 氏族社会 ，再到父系氏族

社会。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 ，

“

万邦
”

林立 ，

一些都

邑 已具备国 家的初始形态 。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

生产力进
一步突破

，
阶级分化更为明显 ，使得 中

国完成了从部落到 国家的跨越 。 这就是唯物史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总 第 你７ 期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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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為丈
－

教！

观对于生产力 、私有制 、阶级和 国家产生的关系

的认识。

转承 ：
我们了解 了 中 国作为一个 国家及其从

何而来的问题 ，那么 ，

“

中 国
”

的
“

中
”

字 又该如何

理解呢 ？

材料四

中 国 旧 石 器 时代重要人类遺址分布图 中 国新 石 器 时代文化遺存 分布ａ

材料五

材料六 随 着二里 头 都 邑与 二 里 头 文化 的

崛起
，
华夏 文明 由

“

多 元的 邦 国
”

时期 进入 了
“
一

体 的王朝
”

时期 。 龙 山 时代并存共立 、 光灿一 时

的各 区域文化先后走 向 衰败 或停滞 ， 与 其 后 高度

繁荣的 二里 头 文化形 成 了 较为 强 烈 的 反差


二里头 时代 的二里 头 都 邑 ，
就是 当 时 的

“

中 央之

邦
”

，
二里头 文化所处 的洛阳 盆地乃 至 中 原 地 区

，

就是最早的
“

中 国
”

。

——

许宏《 最早的 中 国 》

提问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呈现多元
－ ？

体的

格局 。 阅读上述三则材料 ，分析不同时期 中华文

明发展的空间特点 。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 在旧石器时代 ， 中 国大

地上出 现了 数百处人类化石遗址 ，分布在 ２０ 多个

省市 自治区 ， 呈现
“

星 罗棋布
”

的特点
；
到 了距今

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 逐渐形成以 中原为

核心 ，
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主干 ，周 围环绕多

个文化圈的
“

重瓣花朵式
”

结构 ， 创造 了 多元一

体 、 中原核心的文明模式。

设计意图 ：依 据 时 间 先后 顺 序 梳理 旧 石 器 时

代 以来 的 文化遗存 ， 在 认识 不 同 阶段 的 生 产 力 发

展 情 况 、 阶 级关 系 和 社 会形 态 中 理 解 生 产 力 、 私

有 制 、 阶 级 和 国 家产 生 的 关 系
；
依 据不 同 时 间 文

化 遗 存 的 空 间 分布 ，
理 解 中 华 文 明 多 元

一 体 、 中

原 核 心 的 文 明 发展特 点 。 在 师 生 互 动 中 ， 促进 学

生 唯物 史观 、 时 空观念 和历 史 解释 素养 的 成 长 。

３ ．

“

中 国 的扩 大
”
——从文字史 料理解早期

国家的特征

转承 ： 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本节课开始的问

题——
“

中 国
”

如何逐渐扩大 ，
从而成为今天我们

共同认可的
一

个共同体 。

在三代时期 ， 社会仍然是 聚族而居 ， 这些聚

族而居的血缘团体转化为大大小小 的
“

邦
”

，其中

个别
“

邦
”

历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 ， 成为凌驾于各

邦之上的
“

王邦
”

，因此我们可 以将三代时的国家

形容为以王邦为核心的
“

族邦共同体
”

。

提问
：结合所学知识 ，

思考面对 如此形势的

国家 ，
下列哪种治理方式更加有效 。

方式 甲 ：
王 直接统治 的 王畿 区 城 ， 其职官 称

为 内服
；

王畿之外的 区 域泛称
“

四 土
” “

四 方
”

，
由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总 第 ４８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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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多 方 国 邦伯 管辖 ，
其 职官称 为 外服。 方 国之归

附 于 商 ， 有些是通过战争方 式 强 制 实现 ， 有些是

借助政治联姻 而联结
， 有些是通过册封的 形势 予

以认定
，
彼此形成一种较为松散的方 国联盟 。

方式 乙
：
由 同姓子 弟 所封的

“

诸侯 国
”

是 以武

力 为 后盾 ，
在 原有 的 邦 国 部族 区域强 行楔入 ， 如

同往原方邦部族里
“

掺沙子
”

，
这些新建的

“

殖 民

基点
”

成 为地域性的 次级
“

统治 中心
”

，有监临督察

之责 ，
故称

“

封建亲戚 ，
以蕃屏周

”

。
此 时的王

“

非复

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

，俨然是天下之共主 了 。

——整理 自 王家 范等主编 《大学 中 国 史 》

学生回答 ： 方式 甲 是商朝实行 的 内外服制 。

这种制度下 ，外服表面对商王表示 臣服 ， 但是双

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作为纽带 ，

一

旦商王 的力

量下降 ，
外服的各方国就会产生

“

造反
”

的想法 。

方式乙是西周实行的分封制 。 在该制度下 ，
由 同

姓子弟和功臣建立的诸侯 国 ，
会成为周天子控制

天下的
“

抓手
”

，也会对周朝有更强的认同感 。 因

此从对地方控制 的有效性讲 ， 分封制 比内外服制

有很大的进步 。

教师理答 ： 这位学生讲得非常到位 ， 分封制

的确比 内 外服制更有助于对地方的控制 。 虽然

分封制 比内外服制更先进 ，但是两者并没有本质

区别 ，周天子仍然是借助诸侯间接控制地方 。 因

此 ，
三代都是 以部族联合或分封制为基础 ，

中央

集权程度不高 ，管理比较松散 ，
这与后来以 郡县

制为基础 的 中 央集权帝制 国家非常不 同 。 但是

分封制也的确为后来的帝制 国家埋下 了伏笔 ，
随

着周天子权威下降 ，
出 现强 国兼并弱 国 的现象 ，

从而加速各地以几个封建大 国为 中心 的各族邦

的融合 ，
这成为秦朝统

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

设计意图 ：通 过进 行开放 式讨论——怎样 的

治理方 式更 有助 于控 制
“

族 邦 共 同 体
”

式 国 家 ，让

学生理解 内 外 服制 和分封制 的 区 别 ， 并做适 当 延

伸
，
引 导学 生理解这一 阶段 的 国 家与 秦朝 以 后 以

郡县制 为基础 的 中 央 集权 制 国家 的不 同 。

（
三

） 纵观历史 ， 凝练主题

材料七 （ 中 国 ） 由 于很早就凝聚 了一 个核

心
， 才 有不 断转 变与 成长的依托 ： 因 能容纳

，

而 成

其大 ；
因 能调适 ，

而 成其久 ！

——许倬云 《说中 国 》

教师总结 ：古老的 中 国人从旧石器时代
一路

走来 ，
在 中 国大地上各 自 繁衍 、持续发展 ，形成了

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 ；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

二里

头文化在极短 的时间 内吸收 了各区域的文明 因

素
，
以 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 ， 成为

“

最早的 中

国
”

；
夏商西周 时期 ，

统治者通过武力 、 文化和制

度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 内 ；
经历春秋战 国的

演化 中国
”

不断扩大 ， 最终在秦汉时代形成
一

个庞大 、复杂的共 同体。 而这正是因为 中 国很早

就凝聚成一个核心 ， 才有不断转变 与成长 的依

托 ： 因能容纳
，而成其大

；
因能调适 ，而成其久。

设计意 图 ： 本课在 引 导 学 生 探 究
“

中 国 从何

而 来
”

这个 问 题 的 基 础上 ， 理 解 正是 因 为 中 国 很

早就凝 聚成 一 个核心
，
才 能不 断扩 大和 成长 ， 最

终凝聚成为 一个包 含 ５６ 个 民族 的 统 一 多 民族 国

家 。 在 引 导 学 生 理 解 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体 发 展趋

势 的基 础 上 ，
培 养 学 生 对于 国 家和 民 族 的 认 同

感 ， 从而促进 学生 家 国 情怀 的培养 。

三 、教学实践反思

自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开始 ，普通高中历史新教科书

《 中外历史纲要》 已经开始使用 ，这节课是新教科书

开篇之课 。 通过对该课的设计和实践 ，
有以下感悟 ：

第
一

，新教科书一课时间跨度 大 ，
包含 内容

多 。 要在有限时间 内 完成教学任务 ， 首先应根据

课程标准和教师教学用书
，
确定课程的重难点

；

其次要提出 真实且有意义的问题
，

以此为主线创

设真实的情境 ， 引 导学生 在解决真实 问题 中理

解知识 、 提升素养 。 如在 本课 中 ，

“

中华文明起

源 的多元性 ， 私有制 、 阶级 与 国家产生的 关系 ，

早期国家的特征
”

这三个问题是本节课的重点 。

以这三个问 题为基础
，
紧 密 围绕

“

中 国从何而

来
”

这一主干 问题 ， 从
“

最 早 的 中 国
” “

何 以 中

国
”

和
“

中 国的扩大
”

三个层面引 导学生在解决

真实问题中迁移和应用相应知识 ，
促进对知识

和素养的提高 。

第二 ，
新教科书涉及 的学术概念多 ， 语言表

达极其简洁 。 要恰当理解教学内容 ，
需要高 中教

师进行广泛的阅读和再学习 。 在备课过程中 ，
先

仔细阅读 《普通高 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 ， 再以

此为基础扩大阅读面 ，
找到最适合的学术著作辅

助教学 。 在准备本课时 ，不但阅读了 由曹大为 、

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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翳腿 。 ？讓 。 歲歷魏
——

浙江选考卷第 ２ ８题对新教学的隐意

〇 桂

作为高考再
一

次调整后的首考 ，
浙江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份选考在期望 中揭开 了神秘面纱 ，
没有大

起大落 ， 貌似平稳依然 。 但就在这一份淡定 中 ，

尤其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 ， 试卷就新旧

教科书如何衔接 、核心素养如何真正落地以及培养

什么样的历史视野等问题 ，都给出了 自 己 的思考和

指向 。 本文拟以第 ２８ 题为例 ，逐一进行剖析 。

从总体上看 ，第 ２８ 题一 如既往 的朴实 ， 也延

续 了浙江 自 主命题 的风格 ，
通过材料设题 ， 提供

多种观点给学生 以更 自 由 的 思考与 阐释空 间 。

从另一个角度看 ，却有更耐人寻味的隐意所在 。

一

、 线型思维 强化知 识应用 ， 推动

新 旧教科书无缝衔接

—线教师 已适应现行教科书专题跳跃式的

编写体例 ，
又需应对新教科书更换所产生的问题

是 ：

一是如何快速实现知识体系的 重构 ， 碎片式

的知识体系转换为宏观知识体 系 ， 需要长时间 的

沉淀 ， 但新旧教科书的切换 中并没有这样一个时

间的过渡 ， 对能力是一个考验 ；
二是新教科书中

俊

大量新知识的增加 ，
如 中华文明 的起源 ，

从石器

时代到部落到国家 ，
世界史中古代文明 的产生与

发展 ，
中古 时期的世界等 ，

如何尽快让新增 知识

有体 系的归属 ，也是
一

个棘手的问题。

适应新生事物需要有
一个前瞻性的导 弓 丨

，
浙

江卷第 ２８ 题第 （
３

） 问 就做了一个很好尝试 。 试

题如下 ： （材料略 ）

（
３

） 阅 读材料一二三 ，
结合所 学 ， 有 两 点认识

可供选择讨论 ：①社会学 家 费孝通在对 乡 土 中 国

的观察 中
，
基 于

“

社 会原 因 所产 生 的不 均
”

，
提 出

了
“

反抗线
”

的 认识 。 试从社会治理的 角 度
， 分析

总结 从孔 夫子 到 孙 中 山 ， 到 中 国共产 党人 ， 解 决

土地赋税 问 题 的 思 考 与 实践 。 ②历 史 学 家 钱穆

认为 ，

“

家族是 中 国 文化最主要的柱石
”

。 试 以皖

南古村 落西递和 宏村 为例 ，
指 出 家族聚 落的 中 心

所在 ， 并加 以 实证例 举 ， 简 述其 所 宣 示 的 文 化思

想及其观念 。

此题以简明的史料为引 导 ，
提供 了两个观点

引导学生思考 ， 其中涉及孔子 、孙中 山 、土地赋税

等多个细节 ，而这些细节连接成了一条从古代到

赵世瑜等主编 的《 中国大通史 》 ，
还阅读了大量专

著 ，如许宏 的 《最早的 中 国 》 《何 以 中 国 ： 公元前

２＿年的中原图景 》 ， 陈星灿 、刘莉 的 《 中 国考古

学 ： 旧石器时代晚期 到早期青铜时代》 ，许倬云的

《说中国 》 、王家范的 《中 国历史通论》等 。 只有积

累足够的专业阅读 ， 才能够深度理解书 中所讲 ，

准确到位地教授学生。

第三 ，
新课程标准和新教科书都强调对学生

核心素养的培养 。 教学 中应该恰当处理具体历

史知识传授和核心素养培养 的关系 ， 不仅要 帮助

学生形成系统的 知识 ， 也要在知识传授中 引 导学

生养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关键能力 、必备品格

和价值观念。 在本 课教学 中
，
每个教学环节都指

向历史知识学习 和核心 素养培养两个方面 ， 在知

识的学习 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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