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历史教育本真，坚持探索改进实践 

——2021 年吉林市第一中中学年会课有感 

精彩，高效，新意，吸引力，合力，还有好多词，可以概括我放下的心情，两节课在新

课标的引领下，通过精心的设计，创设情景，将学生自然地带入学习中，层层递进，层层深

入，又深入浅出，听起来，自然又深刻，想起来，深刻又引人反思，我想，如果有一天，我

也能这样站在讲台上，又自信又精美地谈吐，又精妙又自如的设计，一切水到渠成，我想，

这比什么都会让我开心满怀。 

教学别具匠心，润物细无声 

教学设计是体现课堂呈现力基础，教学设计理念是课堂品质的基础，教学设计的目标是

课堂呈现力高度的基础，教学设计精心雕琢是课堂精致的基础。两位教师，课前设计，做了

充分准备，切实在研究课标基础上，体现大专题教学，体现专题与专题之间的关联，体现理

论与实践的结合。前期，准备是非常充分的，精心的准备在课堂的交流中，让我们如同观看

一部好剧。课堂上，两位教师以简短的文字、视频导入本课，短而精，充分体现了导入功力

深厚，短，源于两位老师点滴的积累，精也是对民族融合从古自今，准确的认识。他们设计

的教学过程都是从知识梳理-知识归纳-知识扩散-知识升华进行的。每个环节，设计都非常用

心，比如王硕老师第一个点：什么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观，这个高度学生很难驾驭，但不能怕

学生不会，就曲解多元一体，在第一环节明确多元一体含义，这凸显了历史解释科学性和严

谨性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表格和不同类型的史料，归纳古代不同时期民族融合发展特征，

得出规律，这一环节，高一学生由于做题量有限，对民族关系认识还不够充分，对历史学习

方法和史料分析能力处于启蒙状态，驾驭这两个问题，确实有难度，但好在一中学生善于思

考善于表达善于联想，学习能力更强，故而没有出现师生断层，在王硕老师精美的补救下，

最终得出发展规律。得出规律，目的是合理解释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达到深刻认识多元一体

的古代民族政策对祖国发展重要性。这里，王硕老师运用多角度方式，思考民族融合因素？

民族融合作用？最后，结合实践，分析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原因，学生易于回答，但这个升华，

学生回答的角度中，民族多元一体与中华文明关联说的比较少，我想这力，存在学生对史料

认识还不够，分析史料还需要三年渐进的努力吧，总之，虽然课上有一些拔苗助长的痕迹，

但王硕老师善于归纳，总结，研究深刻，善于学习善于运用前沿观点，是值得我由衷的敬佩

的，正所谓我们还在探索的路上，路上不能走回头路，而是迎着朝阳前行。 

    第二位老师袁嘉希，大器晚成，2 年教龄教出了 10 年的水平，导入新颖到没人能想到，

这是导入的最高境界吧，为何最高？因为她站在了清华，全国最高学府的肩膀上瞭望本课，

不得不说，一个人站的高才能望得远。她从方位与时空入手，设计表格，学生梳理知识，选

取辽宋夏金元、明清两个时间，得出古代民族政策特点和影响，也是本课一个重点；近代，

由一句话民族意识导入。中华民族何时出现？背景？影响？民国时期，史料分析，提出问题，

民族方针？背景？影响？在学生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得出最能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事件？地

图直观展示，得出民族团结历史意义。升华情感认识，增加制度自信，民族自信；现代部分，

由学生分享时空导图，整理现代民族关系发展历程，既锻炼学生的的表达能力，又通过问题

设计，引导学生思考民族关系发展史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突出贡献，从形成-巩固-繁荣，从

民族自觉到民族自发，字斟句酌的艺术，浓缩了教师对民族关系的深刻理解，最后，在学术

前沿，用 3 种现代关于民族关系不同的声音，谈论见解，对照习近平主席讲话，得出正确的

价值观，上升到民族大团结，异彩纷呈，高潮不断，创新的设计吸引着教师和学生，课简洁

又有梯度，有高度，有思想，是我认为特别完美的课型。通过听两位老师的课，我也有了疑

问，新课改，好课的标准是什么？怎样能把历史课变成历史艺术。 

教研有章法，一群了不起的追梦人 

两节课后，刘金玉老师，站在理论高度，指出新课改下，教学着力点与教学困惑，当前



现状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存在两对矛盾：课时的有限和単课的荷载量与《纲要》内容

庞杂和体量庞大之间难以切合的矛盾、学理上求真思辨、多元主体、包容理解与义理上刚性

约束力之间难以缝合的矛盾。这给教师带来众多新挑战，刘老师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昨天-

当下-未来，给教师信心，方向，正所谓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困惑、胆怯、抱怨不如深入润

泽智慧，涵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在“道统”与历史课堂的“小径”之间，明理-得法-励志-

怡情；如何做到呢，刘老师从大时序+小专题，在历史必修基础上，总体设计重建通史体系，

关注点由教教材到思考如何用教材教，怎样教到思考怎样学的问题，体现了历史教学的创新

性特征。从学生层面，关注情景设计和问题驱动，深入情景，关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并及时

的学生评价。为了实现智慧的提升，历史组大胆突破专题束缚，在单元之间，课程体系之间，

课标与教材之间，相互关联，将《纲要》与选择性必修内容融合，老师大视野的备课，不仅

对课标内容做到精准理解，也能对单元内容理解更深入，站在理论的高度上，博览教材，构

建准确的单元主线，突破文本表述内涵，而学无止境，历史研究的学理思想，是守护指挥志

华的原动力，五位一体的设计理念，将教材界限打破，实现了知识见的融合交叉，老师有高

度，课堂才有深度。 

有高度有深度的专家点评，引领新课改方向 

有幸聆听两位教师精彩呈现，刘老师理论层面的指导，以及省市历史教研员、名师工作

室的专家精彩点评和深度解析新课改、新高考、新课标，对如何处理新旧教材、如何把握教

学内容、如何针对高一学情设计教学、以及深度学习的认识，有很多中肯的建议值得我学习， 

市教研员史老师从深度学习含义、特征、教学实践“深”“浅”关系处理等方面，谈谈到转

变教学观，体现学生为中心的重要性，其实深度学习的目的是形成自觉学习和自觉理性，自

然润泽心灵的历史核心素养，教学不是强行灌输知识，更不是只为了考学而学，深度学习是

自觉地想学和终身的学习过程，通过深度学习，形成高级的历史思维，教学中从认识历史脉

络、变化到理解变化的原因、影响，得出饱满的历史解释，学生收获的不只是学习的结果更

是探究的过程，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如何一步步探索，从认识-理解-解释。名师工作

室的专家郑老师也对一节好课标准有了新定义，涵盖素养，深入浅出，启迪思维，创造智慧。 

在新课标带领下，我们需要做的除了传授知识，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向，省教研员

赵老师所说“巧干胜过苦干，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方法比力量重要”，除了教学实践，更要

关注新的教育文件、新的研究成功、还有关注深度学习和新课改单元设计专家的观点，赵老

师站在理论高度上，阐释了教师现代化理念意识对指导教学的重要作用，同时联系实践，指

出新教材教学与新课标评价标准的关系，提出了关注学情，以学生为主体，注意及时进行学

生评价的重要性，更多的关注到老师如何成长和课堂细节处理，对进一步完善教学和如何前

行，给出了诸多指导性建议，让我受益匪浅。 

小成靠勤，中成靠智，大成在德，终成于道。在全新的历史教学模式下，非常荣幸观看

了一中年会历史学科精彩的呈现，感受到的不止是学科的新变化，还有一中人精益求精的精

神品质，一中历史教研组锐意进取、集思广益、勇于创新、追求真理的团队力量，坚守历史

教育本真，坚持探索改进实践，用行动力传递课改的力量，用教育的挚爱在新征途中探索前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