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田茂刚



一、解构：“五新”理念的具体内涵及内在逻辑

二、建构： 历史新教材深挖利用的原则与路径

三、重构： 中学教学实践中重点教学设计解读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1)新课标

    有关课
程与教学
的国家教
育文件，
具有纲领
性，指导
性和规范
性作用。

1949-2000：“双基”目标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2003-2017：“三维”目标    
 （知识能力，过程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2017-至今：核心素养   
 （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新
课
标

历
史
学
科
的
价
值
与
使
命

学术功能 撰写历史，不断接近历史真实（要充分考虑到史料、
立场、观点、方法、学养等）

社会功能

认识功能（基础）：揭示规律、总结经验，最终认识
和改造世界

教育功能（核心）：唤醒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国家
民族的集体记忆）；增强国家意识，弘扬民族精神，
提高自尊心和凝聚力，自信心，进取心。

借鉴功能（目的）：资治——盛衰得失，人间善恶；
借鉴——认清现实，使人明智。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2)新高考

核心价值：立德
树人，家国情怀

情景构建：多元
交融、任务驱动

思维能力：四大
思维，综合运用

设问答案：灵活
开放，基础思维

紧扣时代，“五史”育人;

五育并举，“全面”育人;

传统文化，“以文化人”;

察古知今，“政治立场”;

复杂程度：
     简单·复杂情境

素材类型：
      学习·生活·学
术·社会情境

历史思维(时序·理解·自知)

系统思维(整体·关联·协同)

辩证思维(全面·发展·矛盾)

创新思维(问题·发散·批判)

减负提质，能力
为重；

由表及里，深入
本质;

强化基础，突出
主干。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新高考

核心主题

中国古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史

传统文化；中华文明

国家治理；民族交融

对外交往；社会改革

历史书写；社会转型

道路探索；科技发展

国家记忆；党的发展

国家治理；社会转型

多元互动；世界联系

物种交流；文明交汇

工业发展；制度调适

人口迁移；全球治理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3)新教材

指导思想 唯物史观贯穿编写思路和课程结构

编写体例 时序清晰；通专结合；初高衔接等

功能创新 学习聚焦；学思之窗；历史纵横等

主题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重视革命传统；国家主权
及海洋意识；法治教育；民族团结；
贯穿生态文明。

教
材
创
新

教
材
特
点

核心价值明确

主干线索清晰

史料资源丰富

程序叙事突出

结论表述严谨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4)
新
教
学

教学理念 核心价值引领化；学科素养深度化

教学设计 主题教学情境化；必备知识结构化

教学推进 学生参与主体化；关键能力可视化

教学反思 评价体系多元化；教学实践理论化

情境冲突

时段理论

延续变迁

大历史观



1. 什么是“五新”理念？

新
评
价

改进结果评价：聚焦立德树人，积极探索完善德育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聚焦诊断功能，动态监测激励教师提质

探索增值评价：关注阶段成果，考核主体进步发展程度

健全综合评价：开展科学施测，客观真实反映评价指标

三大转变

从结果到

过程

从单一到

多元

从行政到

专业





2. 为什么要研究“五新”？

（1）理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要求，助力高校拔尖人才选拔

（2）备考：科学把握试题命制规律，构建高效历史备考体系

（3）课堂：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精巧呈现历史演变逻辑

（4）作业：构建多维教学评价标准，有效跟进教学发展阶段

（5）教师：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水平，多元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3. “五新”之间的内在逻辑？

新课标

新教材 新高考

新教学

新评价

方向·规范

重要载体

命题依据重要载体

指导
推进改革 引导方向



1. 强化课程意识，重视宏观设计

① 目标意识

② 学生意识

③ 结构意识

④ 生成意识

⑤ 资源意识

⑥ 反馈意识

总体目标+学段目标+学期目标+单元目标+课时目标

主体需求+认知水平+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发展空间

结构形式+核心问题+逻辑关系+知识层级+方法路径

教学内容+个性理解+教学目标+动态检测+新知生成

学生状态+学习问题+突破方向+改进策略+再教心得

性质（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空间（校内+校外）

课
程
意
识
构
成



案例一：中学历史校本课之博物馆课程目标

教育目的

高中课程设置
总目标

学年、学期教
学目标

单元、课时教
学目标

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四个自信，提升综合能力

能够在特定的时空下叙述古老人类文明；能够通过自主合作、小组探究
等学习方式，增强内心体验，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够运用科学
思维方法分析人类文明的演变逻辑；能够对各种古老文明和人类智慧产
生敬畏和自豪之感；能够在增长学识和探索欲望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涵养家国情怀，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和国家观。

高一：能够根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展品，绘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脉
络图；能够根据中外历史纲要内容，选择有代表的文物进行历史叙事；
能够自主查阅资料，分析影响历史文物产生的因素，理解古代人民的智
慧，在增强文物探究兴趣的同时，培养正确价值观念。
高二：能够根据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考证，
理解史料在历史学习中的价值；能够根据文物出土的特定时空，理性认
识不同王朝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能够运用现代技术对历史文物进行
修复，在活动体现中感悟文明传递和生涯教育的价值，增强四个自信。



2. 坚持贯通原则，理清结构体系

体
系
建
构

中古史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先秦(文明起源)；秦汉(制度建构)
南北朝(民族交融)；隋唐(文化兴盛)
宋元(对外交流)；明清(边疆管理)
四大主题：社会转型；民族共同体；
对外交流；国家治理

中近史
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革命道路

晚清内忧外患与国家出路的探索（旧
民主主义革命）【各阶级阶层】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探索与自身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党的经验】

中现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

国式现代化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建立与巩固政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新局面】
现代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表现】



2. 坚持贯通原则，理清结构体系

世古史 多元文明的互动

世界
近现
代史

资本主义的发
展；社会主义
运动；民族解

放。
战争与革命，
和平与发展。

体
系
建
构

古希腊民主政治与古罗马法律【多元文明特点】

中世纪与近代西方之间的关系【继承与创新】

科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演变脉络】

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与亚非拉民族民主独立运动
                         【民族独立】

 两种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模式【经验借鉴】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
                    【国家利益与国际形势】



3. 重视情境载体，思维能力可视

       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
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
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
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张江丨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赓续经典文明成果

设问：你能够从这段文献中提取出哪些有效信息？请用史实进行说明。

德治，天命，礼制 儒家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

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

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

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张江丨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设问：你能够从这段文献中提取出哪些有效信息？请用史实进行说明。

时代之问

以振济天下为己任

宇宙时空、社会秩序、个人存在



       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

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

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

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张江丨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设问：你能够从这段文献中提取出哪些有效信息？请用史实进行说明。

主体自觉 诸子参与其间 独立姿态、意志和个性进行思想狂飙

理性自觉 创造思想争鸣 认识论、知识论和思维科学上的构建

批判融合 理性公开运用 争鸣共鸣与合流，助力于国家的统一

主线索 国家治理提供方略、世俗生活提供准则、理性主义贯通经世致用



探究二：春秋战国巨变对早期国家向大一统
国家转型的影响

经济大发展
（小农经济产生；土地

私有制逐渐形成）

政治大动荡
（宗法分封制度崩溃；
新兴地主阶级崛起）

思想大解放
（诸子争鸣和交融）

民族大交融
（华夏认同和文化扩散）

社
会
大
变
革

从石器锄耕到铁犁牛耕；从土
地国有到封建私有

（编户齐民，加强地方控制）

由分权政治向集权制度转变
（郡县制）

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
（贵族世卿世禄到选贤举能）

由区域纷争走向逐步统一

从夷夏之辩走向华夏认同

大
一
统
视
域
下
的
国
家
治
理



3. 重视情境载体，思维能力可视

       唐宋时期,非所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变”...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个根本性的
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
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
等家庭日常生活,变化无多。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
等级授职制总体上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社会流动,但就官僚队
伍的整体构成而言,萌补入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
无质的区别。第三,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
         ——刁培俊 《“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

       对于有宋一代，从前误读不少，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开
始于宋代。其实，宋代社会仍然在前进、在发展，并非死水一潭、僵滞无力，相反
“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因此，宋朝可被称为“流动的宋朝”。                       
                                                      ——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



4. 核心主题引领，历史解释多元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特点，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体制上以
实行中央集权制为主体，在治理理念上崇尚“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局面，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儒学为正统和主脉，在制度建设上重视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其治国
安邦实践可概括为“三个世所罕见”，即治理难度之大、治理经验之丰富、 治理成就
之大世所罕见。             ——夏春涛|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设问：根据材料并结合“隋唐史”所学知识，谈谈对这段话的理解。

一个核心

大一统观念

两大延续

三省制  郡县制

儒家思想为主导

三大创新

科举制

两税法

曲辕犁

四段盛世

开皇之治
贞观之治
周武之治
开元之治

五点经验 
制度定型
经济开发
民为邦本
民族团结
对外开放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知
识
获
取
能
力

语言解码能力

符号理解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

信息搜索能力

信息整理能力

时空+结构

常识+语境

主体+重心

设问+概念

简化+立意

材
料
说
了
什
么？

（2022·湖南卷·1）儒家起于鲁，

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

宋，传布于鲁、楚、秦；道家

起源于南方，后在楚、齐、燕

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

盛行于秦。这

A.  促进了政治统一                
B.  维系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C.  冲击了贵族政治                
D.  导致了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实
践
探
索
能
力

实践设计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

信息转化能力

应用写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设计方案

解读表格

拟定主题

逻辑思维

史实行文

我
有
什
么
思
考？

动手操作能力 情景模拟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思
维
认
知
能
力

形象思维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

归纳概括能力

演绎推理能力

批判性思维力

信息解码

立意提取

归纳观点

演绎过程

价值判断

如
何
解
决
问
题？

辩证思维能力 理性论述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2018·全国Ⅲ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表4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部分人物及相应等级

上上
（圣人）

上中
（仁人）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尧、舜
周文王
孔子

孟子屈
原荀子

子贡范
蠡廉颇

老子商
鞅韩非

齐恒公
吕不韦
荆轲

秦始皇
李斯陈
胜

宋襄公 夏桀 商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表4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
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第一步：明确核心概念

第二步：理解设问方向

第三步：提取关键信息

第四步：拟定主要问题

——史书书写

——从史论到史实

（1）时空：东汉                 （2）主体：人物层级
（3）共性：德行良好居首；德行败坏居末
（4）个性：九大等级；商人和将领居前；法家居中上；农民比暴君靠前。

（1）汉书关于人物等级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2）为什么尧舜文王被称为圣人？夏桀和商纣王被称为中下人？这种划分标准能
够说明什么？
（3）为什么商人和农民，将领排在帝王之前，这可以说明什么？
（4）为什么会把法家和道家人物放在中上等级？这能够反映怎样的时代特征？



1. 如何建立“评价体系”与“教学路径”间的联系

第五步：关联阶段特征

董仲舒新儒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德治，仁政，太学，史书记载
王莽东汉  今古文经之争 谶纬之学
豪强地主  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南方逐步开发，教化功能，三教并行，田庄经济

（1）为什么是儒家思想？——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居于正统地位
（2）儒家思想如何影响汉书书写？——班固会将尧舜文王看做圣人，孟旬看做仁
人。汉代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形成了内儒外法的治国思想。因此，班固会把
老子，商鞅等人看做中等人。而宋襄公争霸天下，破坏礼乐。夏桀和纣王的行为不
符合儒家的德治和仁政标准，故被看做下等人。
（3）这种历史书写对我们有何启示？——多元互证，合理解释。

第六步：整理思维要点



第七步：规范答案书写

      看法：儒家思想影响班固评价人物等级的标准
      阐释：西汉时，董仲舒在吸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天人
感应，君权神授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汉武帝，为了顺应巩固
统治的需要，尊崇儒术，兴建太学，逐渐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儒学成为了官方正统思想。
       东汉时，虽然受到佛道冲击，但儒家思想仍然影响着治国理念和史书书写。因
此，班固会将尧舜文王看做圣人，孟荀看做仁人。汉代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
形成了内儒外法的治国思想。因此，班固会把老子，商鞅等人看做中等人。而宋襄
公争霸天下，破坏礼乐。夏桀和纣王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德治和仁政标准，故被看
做下等人。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主流价值取向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标准，因此在
使用史料时，我们要注意撰写者的立场，个人的史学修养等，通过多元互证，做出
合理解释。



2. 如何建立“课程标准”与“主题教学”间的联系

民族国家

王朝国家取代基督教普
世世界国家

是主权国家

王朝国家存在民族认同，
不一定产生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
家认同相统一

全体人民平等民主自由是人民的国家

反侵略求独立

反封建求民主

强治理重思想

国际法 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

维也纳
体系

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

雅尔塔体系
(联合国宪章)

国
家
治
理  

内
部
井
然

全
球
治
理 

世
界
有
序

国家富强的
前提

政
治
基
础

捍
卫
维
系

国际地位的
彰显

从近代西方民族独立的两面性看世界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

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发展看各国责任担当与治理能力



2. 如何建立“课程标准”与“主题教学”间的联系



3. 如何挖掘“问题探究”与“高考命题”间的联系

       荀卿说:“秦国边塞险峻，地势便利，山林河流，非

常美好，自然资源丰富，这是地形上的优越。  进入境内，

观察它的风俗，百姓朴实，音乐不淫荡卑污，服装不轻

佻妖艳;人们非常畏惧官吏而很驯服，就像是古代的人民

一样。  到了大小城镇的官府，那里的各种官吏都是严肃

认真的样子，无不谦恭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而不

粗疏草率，真像是古代圣王统治下的官吏啊。  进入它的

国都，观察那里的土大夫，走出自己的家门，就走进公

家的衙门，走出公家的衙门，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

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地没有

谁不明智通达而廉洁奉公，就像古代的官吏一样。  观察

它的朝廷，退朝前，所有事情都必须处理完毕，安闲的

好像没有事情办理一样，真像古代的朝廷啊。 所以秦国

四代强盛，并不是因为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



如何进行问题设计？

1.  荀子到秦国访问，做出了怎样的论断？ 他是如何做出论断的？

     预设：论断（四代强盛是历史必然结果）；依据（边塞、境内、官府、国都和朝廷的见闻）

2.  你认为荀子做出的论断可靠吗？你可以列举哪些史实来佐证？

     预设：可靠【从荀子访秦时间与秦朝发展的角度分析（地形不变，制度与人变）】
    荀子出生于前313年—前238年，约前263年前后访秦，这举例商鞅变法90余年。
    商鞅变法  制度明晰—制定秦律，赏罚分明；一断于法，取消特权；选贤任能，冲破宗法）
                  诸家兼济— 宽容忠信、以德服民、谨己亲民（儒）；怒能喜，乐能哀...勇能屈，刚能柔（道）
     秦国国君 （秦孝公赢渠梁；秦惠文王赢驷；秦武王赢荡；秦昭襄王赢稷/ 秦孝文王赢柱秦庄襄王赢楚）                   

3.  从荀子的论断中，你认为“良好的吏治 ”的表现是什么？如何能够促使吏治清明？

     预设：唯才是举；严格执令；了解民情；依法审判；连带责任。
               吏治制度设计（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分权制衡）；
               吏治运行体系（选贤任能；流程优化；监督机制）。   

4.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吏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预设：治国先治吏（良/恶/酷/污）



高考试题  情景再现

姓名 任职地 事迹

刘陵 安成（今属江西）
先时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县。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

民皆还之。

法雄 南郡（今属湖北）

（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
“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
信宽泽，仁及飞（禽）走（兽）……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

虎害稍息，人以获安。

刘平 全椒（今属安徽） 县多虎为害，平到修政，选进儒良，黜贪残，视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童恢 不其（今属山东）

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
唯人为贵……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

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
吏人为之歌颂。

（2022·乙卷·42）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
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史书所载东汉时期几位良吏的事迹。         ————据《后汉书》等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
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东汉-良吏

1. “良”的标准是什么？
2. 东汉时期的标准是什
么？
3. 为什么描述“良”的标
准是“虎患治理”？
4. “虎患”与“良吏”有必然
性吗？

儒家思想+价值观念

 区域-实证

1. 《后汉书》作者是谁？
2. 为什么选择这几个人
物？叙事靠谱不？
3. 这几个人物任职有何
共性和个性？

区域开发+程式化叙事



1.秦朝建立皇帝制度，皇帝独尊、皇权至上，但是司马睿却在自己
的即位典礼上请王导上座接受百官朝贺，并且是与他“并排上座”，
他可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2.司马睿会喜欢“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吗？即位一段时间后，
如果权力稳固了，司马睿可能会怎么做？

3.司马睿真的这样做了，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王家势力，遭到王家
的反对。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在王导的配合
下进入建康城，后司马睿抑郁而终。这说明在这一时期，皇帝的角色
是什么？用一个语文词汇来形容。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王氏之后，还有庾氏、桓氏、谢氏、另一个王氏等士族相继掌权，
出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情形，这说明高门大
姓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5.琅琊是山东临沂、颍川是河南禹州、樵国是安徽淮北、陈郡是河
南淮阳，太原是山西太原，里面绝大部分是在北方。一群北方人，
逃难到南方，还有特权，南方人没有意见吗？如果有，为什么还是
这样的局面？

3. 如何挖掘“问题探究”与“高考命题”间的联系



4. 如何呈现“历史人物”与“时代发展”间的联系

【学习任务一】阅读“徐光启的人生轨迹” ，总结徐光启的贡献与成就。

【学习任务二】结合学习单、教材内容与所学知识，请同学们讨论分析徐光启取得

以上成就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学习任务三】阅读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徐光启的研究没有受到

时代的重视？从中西比较的视野认识明清的繁盛与危机。

第14课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从徐光启的人生轨迹透视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4. 如何呈现“历史人物”与“时代发展”间的联系

第14课   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

——从徐光启的人生轨迹透视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5. 如何利用“地图资源”与“核心概念”间的联系



5. 如何利用“地图资源”与“核心概念”间的联系



 给教师推荐的几本专业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