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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麵
”

Ｓ随 巾Ｍ群模式探索
〇 刘 颖

“

考古资源
”

是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 的重

要史料 ， 有助于学生在对历史 的近距离观摩 、 分

析 、实践中培养历史思维 。 考古资源的 内涵与外

延非常丰富 ， 本文所指 的考古资源主要是指在考

古实践中发掘 的考古实物 、 遗迹遗址 以及文物研

究所形成的文字 、模型 、 图 片 、视频 、考古思维 、影

视节 目 等。 为发挥考古资源在拓展教材资源 、培

养历史思维 、 提高学生主体性的价值 ， 笔者尝试

对考古资源嵌人历史教学 中 的模式进行探索 ， 从

而赋能高 中历史教学 Ｄ

一

、 基于文物的模型制作教学模式

文物见证 了 历史 的发展轨迹 。 由 于考古文

物的易损性 、 唯一性 ， 大都无法呈现于课堂 。 为

发挥文物的教学价值 ， 要创新考古文物的呈现形

式 。 其中 ，制作文物模型是还原考古文物的有效

途径 。 在文物模型制作过程 中 ， 师生需要首先搜

集 、整理文物信息 ， 然后设计模型制作方案 ， 最后

制作并撰写文物介绍 。 因此 ， 制作模型不仅是 了

解文物的过程 ， 也是培养学生信息搜集 与整合 、

方案设计 、 动手实践 、 文化传承等能力 的过程 ， 有

助于培养学生 的
“

论从史 出
”

意识 。 历史 的痕迹

丰富多样 ，诸如礼器 、食器 、建筑 、服饰 、钱 币等 ，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历史 的面貌 。 教师可根据

教学内容与学生兴趣爱好制作相关模型 。 以
“

中

华文明 的起源与早期 国 家
”

一课为例 。

“

商和西

周
”

子 目 中提到殷墟 出 土了众多造型雄奇的青铜

器。 围绕这一知识点 ， 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展示 司

母戊鼎 的图片与视频资料 ， 并组织各小组在课下

完成司母戊鼎 的 资料整理 、 模型制作方案 、模型

材料准备 以 及文物介绍等 ， 然后在课堂上展示 、

点评各组的模型效果 。 通过制作 司母戊鼎 ， 既能

深人理解殷墟青铜器的特点 ，
也能在模型制作过

程中培养时空观念 、 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 。

二
、 创建影视考古情境教学模式

情境教学是激发学生历史探究兴趣 的重要

方式 。 教师可根据教学 内容创设影视考古情境 。

近年来 出 现的考古文物展示 、 古迹遗址探寻 、 博

物馆访谈等影视节 目 ， 如 《 国家宝藏 》 《如果文物

会说话》 《遇见天坛 》等掀起一波文物探寻的文化

热潮 。 这些考古类节 目 囊括纪实 、访谈 、表演 、故

事等 内 容 ，兼具文化性 、 艺术性及趣味性 ， 旨在通

过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科普文物知识 、 聚焦文物

鉴赏 ，
以此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民族智

慧 。 例如 ，在教学西汉初年
“

地方诸侯势力对中 央

集权的威胁
”

这一知识点时 ， 教师可展示
“

海 昏侯

中的金缕玉衣
”

的考古视频 ， 既能激发学生探究动

机 ，也能论证上述观点 ， 进而培养学生的论从史 出

意识与历史解释能力 。 再如 ，在教学
“

隋唐时期的

中外文化交流
”

时 ， 可围绕
“

鉴真东渡
”“

玄奘取经
”

知识点播放相应的历史纪录片或影视视频片段 ，通

过创设影视情境发挥考古资源的实证价值。

三 、 校馆合作办学模式

博物馆见证了某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 ， 陈

列着反 映历史事件 、 历史现象 、 历史生活 的某个

侧面 ， 是开阔历史视野 、树立时空观念的重要资

源 。 构建校馆合作模式是利用好考古资源 的有

效途径 。 例如 ，

２０２０ 年 ， 教育部 、 国家文物局联合

印发 《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 中小学教育教学

的意见 》 中便强调 了博物馆在教育教学 中 的重要

价值 。 作为学校方 ， 要主动与 当地博物馆合作 ，

并组织相关课程教师到博物馆实地调研 ， 然后根

据博物馆 的 陈列情况与 教材 内 容对接 ， 如青铜

器 、瓷器 、服饰 、 书画 、农业与手工业遗迹等 ， 从而

为课程教学拓展历史资源 。 以
“

唐朝 的文化
”

为

例 ， 可组织教师到博物馆搜集与唐代文学艺术相

关的教学资源 ， 如诗歌 、绘画 、文学 、舞蹈 、瓷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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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博物馆协商 ， 可通过图 片或视频形式引 人到

课堂教学环节 ， 继而增 强学生对历史实物 的认

知 。 此外 ，学校还可以定期邀请博物馆工作人员

到校开展知识讲座 、专题研讨等活动 ， 有助于校

馆建立常态化的合作关系 ， 有助于学生在深入了

解家乡 历史的过程中厚植家国情怀 。

四 、 历史研学旅游教学模式

研学旅游是一种集旅游 、学习 、探究 、实践于

一体的教育活动 （ 贾鹏磊 《历史研学旅行在高 中

历史教学 中 的应用 》 ） 。 伴随考古实践与文物知

识的大众化 ， 研学与历史 的结合逐渐成为可能 ，

而研学的过程也是开展教学的过程 。 从
“

研学 ＋

历史
”

的 内容看 ， 如组织学生探访古迹遗址 、 体验

文化风俗 、职业初探 、书法艺术等 。 其中 ， 曲阜 、神

农架 、 桂林 、敦煌等地就是典型的研学旅游 目 的

地 ， 是学生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 增 强文化传承意

识 、涵养家 国情怀的研学地 。 因 此 ， 可将考古资

源作为
“

研学 ＋ 历史
”

的切人 ， 如遗址研学 、 考古

研学 、考古探险 、 考古夏令营等 。 以 山 东 曲 阜的
“

考古夏令营
”

为例 ， 可组织学生在考古旅行 中体

会孔孟文化的深厚底蕴 ， 培养文物保护与传承意

识 ， 提高历史人文素养 。 例如 ， 在教学
“

诸侯纷争

与变法运动
”

一课时 ， 即 可 以组织学生通过研学

旅游的形式到 曲阜进行实地教学 。 需要指 出 ， 考

古研学要避免走马观花式的纯粹旅游 ， 而是要经

过专业的策划 、组织 、过程讲解等 。

五 、

“

技术 ＋ 考古
”

教学模式

随着考古资源的 日 趋丰富 ， 为发挥考古资源

的教学价值 ， 建设完善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与考

古数据库非常重要 。 如
“

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发

掘信息系统
”

以及各省文物考古调查软件等信息

系统 ； 如相继建设的博物馆网站 、考古学会 网站

等 ，都有助于开阔学生 的历史视野 。 以 中 国 国 家

博物馆
“

云端好展
”

栏 目 为例 ， 考古人员借助计算

机终端与互联网便可 以 走进卢浮宫 、 沙特等地 ，

而这些都是重要 的历史教学资源 。 因 此 ， 为发挥

陈列于博物馆中文物的教学价值 ， 可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对文物进行数字处理 。 例如 ， 通过拍摄或

三维扫描以及借助人机交互技术 ， 可获得大量图

片 、视频 、 模型等数据信息 ， 既能赋予文物 以新生

命 ， 也能拓展文物 的 利用方式 ， 从而拓展历史教

学资源 。 例如 ，在教学
“

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
一课

时 ， 可以运用
“

技术 ＋ 考古
”

模式引 领历史教学 ，

有助于学生在学校就可 以 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

发展的痕迹 。

六 、 组建考古社团教学模式

中学生考古社团是对考古资源 的创新应用 ，

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创新性 ， 也是历史课堂之外的

第二课堂 。 当然 ， 考古社团 的成立要遵循学生 的

自愿与爱好 ， 如北京大学考古学会 ， 旨在研究 、保

护历史遗迹与遗物 。 随着考古的大众化传播 ， 中

小学生进人考古社团逐渐成为可能 ， 是开展历史

教学辅助 的重要途径 。 由 于考古社 团 内 容具有

较强的体验性与猎奇性 ， 突破 了 历史课堂的时空

限制 ， 因而获得 了众多师生的青睐 。 通过成立考

古社团 ， 学生能够进一步触摸真实 的历史 ， 在感

受历史文物 的过程 中增强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

意识 。 以 ３ Ｄ 考古社团为例 ，社团可借助 ３ Ｄ 打印

技术对获取的历史遗迹或遗物建立 ３ Ｄ 模型并打

印 ，从而还原
“

真实
”

的文物 。 尽管成立考古社团

对于大部分 中学而言还相对遥远 ， 如 在硬件设

备 、软件开发 、 资金支持 、 师资建设 、 学术指导等

方面都具有较高要求 。 但是 ， 这种基于学生体验

性 、实践性 的社 团活动 ， 无论是对历史教学还是

培养学生 的综合实践能力都具有较大意义 。 例

如 ， 社 团 可定期组织考古体验活动 ， 尤其是体验

本地区的考古资源 ， 有助于学生增强对家 乡 文化

的热爱 ， 在知行合一 的过程 中 落实学科核心 素

养 。 总体而言 ，考古社团能够突破第一课堂的时

空局限 ， 调动 了学生探究历史的兴趣 ， 发挥 了考

古资源的历史教学价值 。

在新时代背景下 ， 学科融合教学成为趋势与

主流 。 笔者从考古资源 出 发 ， 探讨了考古资源赋

能历史教学 的几种模式 。 从素养导 向 与学生主

体的角度讲 ，这几种模式都能够发挥考古资源的

历史教学价值 ， 都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

养 。 但是 ， 由 于不 同地 区 、 不 同学校之 间 的差异

性 ， 在选择模式时要根据学校实际灵活选择 ， 发

挥出不同地区考古资源 的最大价值 ， 助力学生核

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

（ 作者地址／四 川 省 成都西藏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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