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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导 向 的高 中历史图示教学法

〇 邓梅玲

图 示教学法是 以 图 片 、 符号 、 文字等一 系 列

元素构建起来 ， 以课件 、 板 书等为主要呈现形式

的一种教学方法 。 高 中历史知识 内容 繁多 ， 涉及

历史 的事件 、人物在时间上跨度较大 ， 在空间上

极其宏观 ，各知识点之间 的关联需要较好的知识

储备 和历史 素养 ， 总体呈现 出 学习 任 务重 、 学 习

难度大的特征 。 基 于价值导 向 的 图示教学法有

助于将抽象 的 历史 知识通过具象的 图 文进行展

示 ， 将宏大的历史空 间缩小 ， 将静态 的历史事件

转为动态 ， 将复杂的 知识进行梯度教学 ， 从而生

动形象 、动态可视地传达 出历史知识的 内在关联

和结构逻辑 ， 能使学习 内容分布在不 同 的难度梯

度 ， 打破学生传统学 习 障碍 ， 切实提高学生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 。 本 文 以统编版
“

人民解放 战争
”

为例 ，按照
“

明 确教学价值一凸 显教学立意
一提

炼教学主线
”

的路径 ， 展示基于价值导 向 的 高 中

历史图示教学法在课堂 中 的运用 ， 旨在探究其实

际价值 ， 摸索高 中历史教学模式 的创新路径 ， 并

为后续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提供一定的参照 。

一

、 把握教学主题 ， 明确教学价值

“

价值引 领 、 素养导 向 、能力 为重 、知识为基
”

的命题理念要求教师必须转变备考观念 ， 推动复

习策略
“

转型升级
” ｈ ］

。 从上文对图 示教学法 的

介绍可知 ， 其是一种将抽象复杂 的 概念通过 直

观 、 简洁的 图形和 图表进行表述 ， 帮 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记忆的教学理念 。 图 示教学法在高 中

历史课堂 中 的 核心价值是建立历史事件及历史

人物之间的逻辑结构 ， 通过对历史知识点进行 系

统化 、形象化的梳理 ， 以清晰明 了 的 图表和 图像 ，

让学生快速把握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 这 种

方法不仅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 提高其 自 主学

习能力 ， 还 能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 和 创 造性思

维 。 统编版高 中历史教科书
“

人 民 解放战争
”
一

课知识点众多 ， 所关联的前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物也较为繁杂 ， 在有限的教学课时 中清晰细致地

阐明相关知识内容 ， 帮助学生 了解和掌握人民解

放战争的整个历史动 向 、事件进展及不 同历史人

物在其 中 的作用 ， 对学生而言难度较大 ， 对教师

也同样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

在图示教学法 的实施过程中 ， 教师要 明 确教

科书的框架 ，在吃透教科书 的 堪础上把握课堂教

学内 容 ， 需重点理解三个问题 ： 其一 ， 为什么解放

战争被称为人民解放战争 ； 其二 ，

“

得 民心 者得天

下
”

在人民解放战争 中有哪些体现 ； 其三 ， 上述两

个问题 的结论在教科 书 中 能够找 到 哪些佐证 。

在把握上述问题的基础上 ， 教师就能进一步结合

教学 目 标和教学 内 容 ， 预先设计各 种 图 表 和 图

像 ， 引 导学生主动参 与 到 知识结构 的 构 建过程

中 。 针对第一个问题 ， 教师可 以展示广大群众踊

跃支前 ， 用小车给前线战士运送物资 的相应图 片

资料 ， 为学生 了解
“

人民解放战争
”

的深刻含义提

供直观认知 。 在此基础上可抛 出 针对第二个主

题的引导问题——
“

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 冒 着生

命危险也要支援解放军 ？

”

教 师可 以 通过列 表对

比 、场景展示的方式为学生呈现解放区和 国统区

人民群众生活 的对 比 ， 由 此引 出 土地改革 、第二

条战线等 内 容 ， 帮助学生理解 为何共产党 、 解放

军获得了人民 的拥戴 。 针对第三个问题 ， 可 引 导

学生在教科书和相关史料 中提取有效信息 ， 在课

前预习 阶段进行知识整理和逻辑构建 。 这一过

程中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反馈 ， 及时调

整教学策略 ， 确保教学质量 。

二 、 规划教学资源 ， 凸显教学立意

历史课堂教学运用 图示教学法 旨 在 以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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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大概念为统领 ， 创设真实 的 历史情境 ， 引 导

学生通过
“

针对问题的持续探究 、 以 学生为主导

的实施过程 、 团 队合作 的社会性互动 、 真实可 见

的公开成果 、 客观全面的表现性评价
”

ｔ
２

］

， 进而达

成深度学习 。 仍 以
“

人 民解放战争
”

一课为例进

行说明 。

首先 ， 教 师应深人挖掘 教科 书 中 的 主题 内

涵 ， 这是规划教学资源 的前提 ， 也是实现有效历

史教学的重要步骤 。 教 师需要在课前认真研读

教科书 ， 理清历史事件的脉络 ， 把握教学重点和

难点 ，并 以此为基础 明 确教学立意 。 例 如 ， 在进

一步解说
“

人民解放战争
”

这一主题时 ， 教师可引

导学生认真观察淮海战役纪念馆 中 的历史展品

支前民工唐和恩的竹竿扁担 ， 并 以此为切人点将

教学 内容分为
“

唐和恩竹竿扁担的 由来
” “

唐和恩

竹竿扁担的经历
”

和
“

唐和恩竹竿扁担的历史意

义
”

三部分 ， 从而形成清晰的教学立意 。

其次 ， 教师应根据具体教学 内容选择合适的

图示类型 ， 如 时间轴 、 流程 图 、 概念图 、 比较表等

呈现历史事件 、 人物之间 的关联 ， 此为实现有效

教学的关键环节 。 学习
“

土地改革
”

这一 内容时 ，

教师可以 利用概念图将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前

后土地政策的核心概念 、纳税体系 、历史事件 、代

表人物等要素进行归纳和 比较 ， 帮助学生全面 了

解土地改革 的缘 由 、 过程 、 意义和深远影 响 。 如

可 以展示 《农民土地执照 》 《农民分地后插界标 》

《 中 国土地法大纲 》等一系列 图示 内容 ， 帮助学生

理解
“

自 以 《 中 国土地法大纲 》颁布实施为时间节

点 ， 中 国农 民 彻底摆脱 了 过去几千年 的 土地束

缚 ， 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

， 体悟广大农民群

众翻身做主人的激动之情和誓死保卫 自 身主人

翁地位的坚强意志 。

“

人民解放战争
”

中涉及土地改革 的教学 内

容包含的政策 、 纲领较多 ， 同时缺乏鲜 明 的历史

人物 ， 由此学生的学习 枯燥感较为显著 。 运用 图

示教学法不仅能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

史知识 ， 还能激发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兴趣 。 在实

施这一方法时 ，教师应注意挖掘教科书 中 的主题

内涵 ， 同时注意避免过度依赖 图示 ， 综合运用 多

种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 。

三 、 延伸历史解读 ， 提炼教学主线

教师运用图示教学的 同时 ，
也应注重对价值

导向 的把握 ， 以进一步帮助学生锻炼历史思维 ，

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及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进而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 与负担 ； 更有利

于教师顺利开展相应的历史课程 ，提高整体教学效

率
［
３

］

。

“

人民解放战争
”

是高 中历史课程 中的重要

章节 ，涉及的内容复杂 、时间跨度大 ，学生的学习和

理解都有一定的难度 。 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这部分内 容 ，教师有必要在明 确 价值立意 的基础

上 ，灵活采用图示教学法来提炼教学主线 。

主线一 ： 社会各界的共 同心声——和平

教师应通过展示一些与人 民解放 战争相关

的 图 片 、 视频等资料 ， 引 导学生思考人 民解放战

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 从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

介绍人民解放战争前 国 内外的形势 ， 说明 战争的

起因和必然性 ， 同时借助 《炮弹做花瓶 ， 人世无战

争 》 （ 丰子恺漫 画 ） 向学生传达社会各界厌恶战

争 、渴望和平的迫切心声 。

主线二 ： 人 民解放 战争——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

教师可 以通过对人 民解放战争开始前 国共

两党武装力量的数据对 比图示 ， 让学生依据双方

的军事实力预判人 民 解放战争 的结果 。 以 时 间

为轴线介绍各战 役 的背景 、 经过 和影响 ， 并通过

图示表格的形式呈现 出来 ； 分析战争的结果和影

响 ，说明人 民 解放战争对 中 国 历史 的重要意义 。

教师通过人民解放战争的时间轴 ，推动学生跟随时

间主线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动 向 ，进而理解
“

为什

么在国 民党军事力量远超过解放军的情况下 ，仅仅

不到三年的时间 ，解放军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

。

主线 三 ： 人 民 的 伟 大 胜 利——得人 心 者得

天下

在对这一主线的把握 中 ， 教师可 以借助多种

图示来展现整个历史进程 ： 其一 ， 以 时 间轴线为

基础 ， 将各战役发生的时间 、地点 、经过等信息呈

现出来 。 其二 ， 将各战役的背景 、经过 、 结果等信

息以表格形式进行对 比呈现 。 其三 ， 将人民解放

战争各战役涉及的地理区域通过地 图呈现出 来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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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齡簡畅Ｍ钟 的应用

〇 胡忠宇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２２ 年版 ） 》提 出

了关于培育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 并提

出 了相关的培育实施路径 。 其中 ， 教学建议中 明

确指出实施单元主题教学的方法 ，
以培育核心素

养为导 向 ， 以单元主题学习 为基础 ， 重新整合教

学资源 。 构建主义认为 ， 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并不

是简单的教师传授知识 ， 而应该是学生 自 己构建

知识结构的认知过程 。 因而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应该将学生 即将要学习 的知识 以 一种有利于学

生认知的形式呈现 出 来 。 基于此 ， 教师应在历史

教学 中 ， 精准把握教学 目 标 ， 整合教学资源 ， 重构

知识结构 ， 使学生形成整体的学 习认知 ， 进而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 。

一

、单元主题教学设计策略

丨 ． 根据教学 内 容 ， 确定单元主题

确定单元主题 ， 是主题教学设计的第一步 。

教师设计单元主题教学方案时 ， 应该根据单元教

学 内 容确定单元主题 ， 要求是醒 目 ， 使人印 象深

刻 ， 甚至在学生 的整 体历史学习 中 ， 只要看到这

个主题就能想到这一主题的相关内容 。

例如 ，学习统编版 《 中 国历史 》八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和巩固
”

时 ， 根据

单元教学内容和知识关联 ， 基于 中 国共产党在人

民解放战争 即将取得胜利之时从西柏坡赶往北

平时毛泽东关于
“

进京赶考
”

的著名论断 ， 把单元

主题确定为
“

中 国共产党的赶考之路
”

。

２ ． 依据课程标准 ， 重构教学 内 容

确定单元主题后 ， 要依据课程标准的 内 容要

求设计整个教学环节 ，具休应遵循以下原则 ：

首先 ，设计的 内容一定是依据课程标准 中 的

相关要求 ， 而不能超 出 或者减少这个范 围 ， 不能

为了达到所谓教学设计的完美而随意增加或删

减课程标准 中 的 内 容 。 如 学 习 统编 版 《世界历

史 》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

走 向 近代
”

时 ， 课程标

准对这一单元的 内容要求是 ： 初步理解近代早期

西欧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 ； 初步理解
“

人文主义
”

的发展及其对人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 了 解资本原

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 认识新航路开辟的世

界影响 ， 理解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 。 那 么 ， 整

其四 ，将各知识点之间 的关联 以思维导图 的形式

呈现出来 ， 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结构 。

随着课程改革理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不断

深入 ，在高中历史学科教育中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已经成为高 中历史教学的重要 目 标
４

５

。 基于价

值导向的图示教学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趣味 ，

通过梯度配置更好地帮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

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 需要注意的是 ， 图示设

计一要简洁明 了 ，重点突出 ，避免过于复杂 ，
二要与

教科书内容契合 ， 不能出现知识性错误 ，
三要适度

适量 ，不能滥用 ，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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