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史料实证激发学生兴趣再探 

                   《大众传媒的变迁》教学案例分析-----陈彦 

一、教学案例分析 
   导入新课：教师展示图片：：《全球资讯榜》，其广告语：“知讯者生存”。 

师：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请

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获得信息？ 

生：书籍、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互联网„„。 

师：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媒介了解世界，

并与社会沟通、相融。同学们所了解的媒介大多起源于近代，古代人们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

世界的？近代传媒与古代传媒相比有什么优势？为什么近代传媒会迅速发展？这就是我们

今天所讲内容 

１、古代传媒 

教师展示唐代《邸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图片。 

师：同学们先看一下《邸报》的内容 

生：皇帝赏赐-----，上躬耕于后宫----，上幸于**山**宫----- 

师：都反映了什么？ 

生：国家政治大事 

教师展示古人 听说书、看商家的广告以及京剧、皮影戏„„ 

师：都反映了什么？ 

生：古代传媒的多样性，古人娱乐多样性。 

2.近代传媒 

第一篇  报刊 

（1） 教师展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图片《中国从报》、《万国公报》、《东西洋考每月统

计传记》、《申报》。 

师：图片展示了什么？仔细观察，认真分析。 

生：英文，教会，日食，科达鱼甘油，文学报道 

师：体现什么特点？ 

生：英文字体；宣传教会知识；介绍西方科技文化 

师：能不能再简练概括? 

生：文化侵略，客观介绍科技文化，丰富文化娱乐文学 

教师展示文字材料一：  

      “在1831年6月至1833年4月，他曾三次进入中国沿海诸省搜集政治、军事和商业情报

，并向沿岸居民发放大量宗教宣传品。这三次航行的经历，使他更为深刻地感到，打开中华

帝国的大门已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他一再表示，要为摧毁横隔中外人民之间的城墙”而

进行工作。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想法，直接推动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记》的创办。”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 

  阅读材料分析郭立德来华办报的动机？  

生：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师：:结合图片和文字材料你如何看待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纸？（引导学生找出与答案有关

句子，并指导学生进行概括总结） 

生：①促进西方文化在华的传播，加剧了列强对华文化侵略；                       

②把近代报刊带来中国，促使国人办报，人们思想观念改变。 

（2）近代中国人办报 

教师展示《时务报》及 

材料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

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                          

                  ——梁启超 

师：《时务报》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 

生：介绍西方，成为推进变法、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 

教师展示《民报》 

师：仔细观察《民报》看图片内容，分析该报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 

生：报刊成为宣传政治的重要工具，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展示《新青年》 

师：仔细观察《新青年》看图片内容，分析该报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 

生：成为宣传民主、科学和新文化的武器，发挥着解放思想、唤醒民众的重大启蒙作用。 

教师展示《中央日报》、《新华日报》， 

师：仔细观察《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看图片内容，分析《新华日报》在当时起到什么

作用？ 

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教师展出材料二、三 四、五   

材料二    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剧变。先进的知识分子痛于外患之凭

陵，清廷之腐败，国亡之无日，认识到非革新不足以图存，然手无权柄可操，遂致力于办报

，籍报纸传播其主张，以言论觉天下。——陈玉申《晚清报业史》 

材料三 “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

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人心者。”“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

动以兵船相要挟。„„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

，以与中国为难耳。”如果国人有了自己的报纸，“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

评曲直。”     ——郑观应 

师：据材料，指出近代有识之士倡办报刊的原因 

生：列强入侵，民族危亡；    清廷腐败，政治黑暗  

师：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 

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为报刊业提供了物质条件； 



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传播在客观上的促进作用；外国人在华办报潮流的推动。 

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此答案为学生不断补充，老师不断提示、启发的结果） 

材料四1895年到 l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12种，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这

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是鼓吹变法的政治性报刊，有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有专门报道市场

调查的，此外还有专门为稍通文墨的人办的通俗报刊，有为妇女儿童们创办的妇孺报，也有

为各行各业创办的行业报。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的第一次办报高潮。方晓红《中国新闻史》 

师：概括报刊这一传播媒体在当时发展的突出特点。 

生：报刊的种类较多；以中国人自办为主；政论报刊影响最大；内容丰富，贴近民众 

教师展出《时务报》、《民报》、《新青年》 

师：综合概括三个报刊在近代作用。 

生：宣传进步思想文化，批判落后封建制度，唤醒民众觉悟，支持配合政治革命。 

教师综合分析报刊在近代作用 

政治上：促进近代革命发展 经济上：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 文化上：传播西方文明，促进民

主思想传播 从西方：有利于西方对中国文化侵略 

（3）建国后报刊 

教师展出《人民日报》《红旗》 

师：综合概括两个报刊在现代作用。 

生：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主要舆论工具 

教师展出1978年后各种报刊 

师：综合概括报刊在现代作用。 

生：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传播知识、通达民情、开启民智、舆论监督、立言议政、 

    扩大了信息含量，拓宽了报道领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师：报刊虽作用大，但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能阅读，并且直观感染力差，有没有一种传媒

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呢？ 

生：影视 

第二篇   影视 

电影 

材料四1909年《大公报》：“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

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得多吗？” 

师：(1)报道中使人“开眼界”的是什么？(2)“比听戏强得多”的表现是什么？ 

生：(1)电影。(2)可以直观感受各地风土人情，可以较快感受生活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可

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1）世界电影发展简介 

教师展示图片并简单解说 

（2）中国近代电影 



教师展示中国电影网图片 

师：同学们观察中国电影网网址 

生：m1905.com 

师：为什么中国电影网网址是这个名字呢？ 

生：因为中国电影起源于1905 

教师展出《定军山》《渔光曲》《风云儿女》图片并简单介绍蝴蝶，阮玲玉，周璇 

（3）建国后改革前电影 

教师展出建国后电影图片，简单介绍，并询问学生看《小兵张嘎》的感受 

（4）改革开放后电影 

教师展出一系列电影，并询问学生《功夫》《人在囧途》的感受 

给学生介绍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 

师：根据以上图片和生活常识总结电影特点。 

生：①能在短时间内使观众得到充分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②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体验。 

教师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进行简单总结 

电视 

教师通过图片简单介绍电视发展史 

介绍几个电视节目及电视剧，让他们回顾感受 

师：根据以上图片和生活常识总结电视影响。 

生：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满足了大众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 

增加了信息量 ，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师：有没有？更方便快捷融为一体的传媒？ 

生：有。互联网 

第三篇   互联网 

教师介绍互联网发展历程 

教师展示中国网民人数变化表及人数增长原因 

教师再展示电子购票、微博、微信、支付宝、电子书图片 

师：根据以上图片和生活常识总结互联网优势或特点。 

生：1、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优势于一体  2、费用低廉 

3、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4、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材料七    二中王二同学的某个周六生活 

上午8点：起床              上午9点：上网查阅一周来遇到的不懂的问题 

上午10点：写博客、发贴     下午2点:   写作业下午5点：户外运动 

晚上7点：浏览新闻          晚上8点：课外阅读 



二中李三同学的某个周六生活 

上午8点：起床                     上午9点：上网听歌 

上午10点：发表不文明言论           下午2点：网络游戏 

晚上7点：与陌生人 QQ视频           晚上8点：成为黑客 

师：总结互联网的缺陷或不足 

生：1、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脱离现实、荒废学业。 

2、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3、传播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不良信息 

教师和学生讨论如何应对互联网的不足 

最后由教师总结报纸、电视、网络作为传媒特点。 

二、史料实证分析 

“史料实证”是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历史教学中，主要在于用史料料说话，

没有史料的历史就像枯萎的大树，而如何让史料更好地去实证历史是历史教师的主要任务，

在教师的指导下，用史料研习的学习方式，把史料作为实证材料，通过史料解读来验证、评

判历史结论，不仅有利于学生重构对历史知识本质的认识，而且训练了学生充分处理和利用

史料信息的能力，培养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和探究精神。 

本节课是在长期史料实证实践基础上再探，所以要努力改正过去不足增加自己新的感受和体

会，如下： 

1.由图片仔细观察历史、发现历史、感悟历史，让同学们发现真正历史，以及重视图片史料

给学生带来的视觉感受和心灵震撼。观察历史图片的同时通过图片史料真正发现历史细节 ，

通过发现细节加强对历史解读. 如教师在展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 时，让学生看民报

大致形状，最主要让学生方发现上面内容，民族、民权、民生。让学生在看《时务报》时，

发现里面的具体内容《变法通议》、《华盛顿传》、日本铁路，据以上推出《时务报》宣传内

容。 

2.教会学生由表象到本质，我们书本上历史的简单叙述几乎都是表象，而我们学历史最注重

的是本质，而本质素养的培育不是简单的概括，而在于教师对学生的不但刺激，在刺激的过

程中纠正学生的不足，使学生的思维不断提高，逐渐上升到本质性认识。   如教师展示外

国人在华办报的图片《中国从报》、《万国公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记》、《申报》

。让仔细观察，认真分析图片展示内容 

学生回答，“英文，教会，日食，科达鱼甘油，文学报道”教师再问体现近代办报的特点。 

学生会分析“英文字体；宣传教会知识；介绍西方科技文化；教师再问学生能不能再简练概

括，学生答“文化侵略，客观介绍科技文化，丰富文化娱乐文学”。 

3.现实及历史，我们生活的社会由历史演变而来，不可避免遗留下了历史的烙印。运用现实

生活感悟历史，体验历史，回答历史问题，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历史学习的兴趣，并起到潜

移默化作用。如在讲到电影时，询问学生看《小兵张嘎》、《功夫》、《人在囧途》的感受

，并让学生根据自己感受总结电影特点“①能在短时间内使观众得到充分的视觉和听觉的享

受；②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体验。” 

“如果说历史是一门科学，它的客观性就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尊重历史首先是尊重历史

证据。历史的独立思考也只有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才叫思考，历史思维的最主要特征就是重证

据，有证据才能下结论，这就是实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