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史料实证激发学生历史兴趣 

                   《祖国统一大业》教学案例分析-----陈彦 

一、教学案例分析 
   导入新课：播放歌曲《七子之歌》，让学生在歌声中体验游子回归祖国怀抱的呐喊，喜

悦，畅想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为此我们将本课的标题改为：第２２课由《七子之歌》想到

的（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让他们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题或最想了解的问题，教师加以简

评。） 
  师：刚才同学们听到的《七子之歌》，在１９９９年这可能是炎黄子孙最熟悉的歌曲，当

时为了庆祝澳门回归而创作的。那么你知道歌的词作者是谁？诗人所呼唤的七子又指谁？同

学们听过这首歌曲后有什么感想？ 

生：爱国诗人闻一多；七子指的是被列强占领的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

旅大。感想；有的说要忧国忧民，有的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的说近代中华民族多灾

多难，民族危机严重，多难兴邦。 

师：如今，被列强占领的七子只有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了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

抱，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解决方案。“一国两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提出后

影响如何，以及今天大陆台湾关系走向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内容。 

  １、历史的回顾——港澳台问题的由来 

师：同学们先看一下香港地图，回顾以前历史只是回答香港问题的由来。 

生：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 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 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租期为 99年。 

师：同学们先看一下澳门地图，回顾以前历史只是回答澳门问题的由来 

生：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浸货物，强行进入澳门。 

‧ 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政府签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强占了澳门地区。 

师：同学们先看一下台湾地图，回顾以前历史只是回答台湾问题的由来。 

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部分军政人

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师：同学们比较一下港澳台问题的由来内容，说出港澳与台湾问题性质不同。 
生：港澳台问题性质是历史上殖民主义问题；台湾问题性质是内战遗留问题。 

2.“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及意义 

  教学步骤：（１）展示师生共同搜集的史料，梳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步骤： 

  材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

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共同纲领》 

材料二：1955年 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总理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

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材料三： 1958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

名义发表，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

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并宣布暂停炮击 7 天。 10 月 25 日，毛泽东再

次新撰《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

可以从长计议”，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以利你们长

期固守”，“一致对外”。 

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 50 年代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生： 和平方式解决 

师：但是后来由于受到文革左倾错误干扰，大陆提出武力解决台湾。但到改革开放后两岸关

系出现新的转机。 

材料四：近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

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

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

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在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

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

家的共同希望。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 

材料五：1979年，邓小平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

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材料六：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包括：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具有高度

的自治权，并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

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人士可担任全

国性领导职务                  1981年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

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 

师：材料四五六表明党中央对台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具体政策是什么？ 

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师：根据材料及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政策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生：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和根

本利益所在。 

国际局势缓和。 

  （２）引导学生分析“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师：结合课文Ｐ102 页的第 2 段总结“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含义和历史意义。 

生：含义；  所谓“一国两制”，“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口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国：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能分割。 

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的主体是: 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意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3.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教学步骤：（１）多媒体演示六组史料： 
  材料七：中英谈判时期两国领导人态度的两组图片及材料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

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

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 

   “对英国来说，这不是也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愿妥协和实力上远占优势

的对手打交道。英国在谈判开始时并不打算把香港整个交还中国，到最后不得不同意交还整

个香港地区。这是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做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 

 

  材料八：中英联合声明的图片      ：香港回归图片 
 澳门回归两幅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区旗， 

 

师：我国在港澳实行什么制度？ 

生：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师：结合材料和课本回答港澳回归原因。 

生：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                              

-------根本前提 

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关键 

③香港同胞心向祖国，渴望回归 

                                              ------群众基础 

④中英《联合声明》                 ------法律依据 

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材料九 1995年，香港回归前两年，西方《财富》杂志发表《香港之死》专题报告，预言香

港回归后必然会“死亡”。 

材料十 2006 年中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六。 

      目前,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融资中心,也是中国唯一的世界级金融中心。在过去的 10

年为内地企业融资达 1100 亿美元。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表示,在回归前,他根本不敢想象香港

能超越东京及伦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材料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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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根据材料和结合课本回答港澳回归意义？ 

生：① 洗雪了被侵占的百年国耻，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②“一国两制”的成功运用，为解决台湾问题及国际争端问题提供了范例。 

③标志着我们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师：结合课文Ｐ104 页的第 4、5、6 段总结 1978年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生;① 1979年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中央政府提倡两岸直接实行“三通” （通邮、通航、通

商） ； 

② 1987年开始，台湾当局允许居民到大陆探亲，并在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交流－－终于打

破隔绝，历史性突破      

③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 

④ 1991年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⑤ 1992年  香港会谈达成“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历史性突破。 

⑥ 1993年“汪辜会谈”（新加坡） 

 ⑦ 2000年 3月至 2008年 3月，台湾政局变化----民进党上台 



材料十二：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当年少小离

家的游子在饱尝了几十年离愁别绪之后，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在文化吸引力不断增强的

同时，来自祖国大陆的经济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截止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的

人数达２６００万人次；两岸间接经济贸易额累计２４００多亿美元；台湾来大陆投资项目

５ ３万多个，协议金额６１０亿美元。《光明日报》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６日材料五：台湾

现代诗人余光中在《乡愁》一诗中写到：“小时侯，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

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材料十三：****在庆祝澳门回归时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

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重要示范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早日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谈台湾的政治

地位等问题。” 

材料十四：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

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师：根据材料和结合课本回答台湾统一的有利因素？ 

生：（1）香港、澳门回归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成功范例。 

（2）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3）民心所向，大势所趋。（4）国际法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材料十五：１９９９年以来李登辉公然宣称两岸关系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

关系”。１９９３年以来连续７次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材料十六：新华网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报载，美国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

的先进武器。布什总统扬言“武力保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淄博晚报》 

台湾地方领导人陈水扁近来宣称：中国是“外国”，是“敌国”，表示要在两年内争取将所

有所谓“驻外机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并称先由所谓“国公营事业”着手，以两年的

时间来完成，并继续扬言要以“台湾”的名义争取加入联合国。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中

国新闻网。 
师：根据材料回答台湾统一的不利因素？并提出如何应对？ 

生：（1）台湾岛内“台独”势力。 

（2）岛外国际反华势力：美国、日本等。 

（1） 对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决不放弃使用武力 

 二  史料史证分析 

梁启超先生曾云：“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

言。”对于历史学科而言，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当然不能仅靠一些现成的

结论，史料是历史学科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学生来说，对

史料的学习可以使他们增强历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普



通高中课程标准》对此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这里，存储“历史信

息”的载体无疑是指史料，即白寿彝先生所说的“亦即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

中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或如曹大伟、赵世瑜所说的，“一切存储着有关过去信息

的资料”，它“是我们发现历史、解释历史的依据”明显，《课标》要求学生在

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从史料中获取历史信息的基本技能。可见，史料

是研究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增加史料可以弥补

教科书的这一不足。史料的应用既是教科书知识内容的延伸、加固和补充，也是

强化学生对于教学内容认识的有效手段。在原有史料基础上适当补充一些典型史

料，让史料教学贯穿历史教学的全过程，既可以增加历史信息的真实感、增加学

生学习历史的热情， 

       本节课的优点在于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历史结论，尽量由学生总结。总体

看来，绝大多数所选史料是准确、典型恰当的，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些鲜

活的史料，再现历史的真实，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解读历史信息

的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使学生牢固树立“论从史出”的史学观念，

从而提高学生历史学科的思维能力与学习素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合理运用史料进行情景创设，可以引人入胜，使课堂生色。我在讲授

《祖国统一大业》一节时，导入新课就运用了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这样做可

以把近代与今天有效的结合起来，来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有效激发他们学历史

兴趣。将历史“复原”，使那些久远的、陌生的历史“重现”在学生面前，以鲜

明的导向烘托气氛，营造情境，寓教于“情”于“境”，使学生在身临其境、心

感其情的状态中达到主动地通过史料巩固历史史实，发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有利于改变过去人们关心如何“讲”好历史课，到关心如何让学生主动的“学”

会历史，其最大特点是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注意主体的感受与体验，注意其感

受能力与感受欲望，在情感与意境的最佳组合情境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从而达

到情感与审美体验。 

（二）本课引用图片史料最多，在涉及本课内容时能够搜集到的图片信息较多，

太多反倒成为累赘，所以在讲课前制作课件时需要把搜集到的图片史料去去粗取

精，选取的图片史料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好是能集中说明要论述的观点。

限于课堂时间的有限，面对大量的史料，我们应该注意合理取舍，围绕教材的重

点、难点，课程标准的要求，选用最具典型性和启发性的史料作为素材。同时在

讲课时也不能单一让学生看图片，要注意挖掘图片资料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这样的教学才会起到震撼心灵的作用。运用图片教学对学生来说直观性强，容易

吸引他们注意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所以整节课学

生感觉不到累，非常轻松的度过一节历史课。 

（三）本课导学案引用文字史料最多，本节课文字史料为白话文，学生容易理解，所以对材

料的兴趣会比文言文强，同时课文涉及国家主权、民族英雄较多所以学生具有先天的兴趣，

可以培养学生，感悟做人原则，形成正确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
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尽量使用原始史料，因为原始史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让学生了解最真

实的历史最容易培养他们求真求实的心态，这也是历史的最高境界。让学生通过对史料的解

读、探究，可以培养学生对文字材料的解读、分析、比较、归纳能力，形成“史由证来”“论从



史出”“史论结合”的认识习惯和思维方式。 

（四）在史料教学中加强了学生参与。我们在看导学案的过程中让学生概括

该史料的信息及原因。当然我们选的史料教学首先要选用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史

料，要考虑到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知识储备水平等，并让学生在解答过

程中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和方法。唯有这样，教师才能在史料教学中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课教学不足：教学时间不足、过长，这样会让学生产生反感的心理；课堂检测

时间没有，不容易掌握学生学习效果等。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历史研究、历史教学都必须首

先从研究与分析史料开始，只有精心的研究史料、运用史料，才能达到历史教学

的理想境界，提高历史课堂的品味与质量。历史课堂教学中恰当的运用史料有助

于还原历史本来的真面目，运用史料来承载史实、史论与史感，对历史学科能力

的培养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学生自主阅读史料，合作讨论，向着历史高效课堂

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