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语境下的知道、了解、理解、认识评价手段词语的探究 

 

一·缘起 

   最近，在阅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时遇到一种困惑，那就是什么是“知道、了解、

理解、认识”的能力、思维层级要求。 

我们先来看看 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纲要》，以下简称《标准》。 

1.1 早期中华文明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

国家的特征。 

1.2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及思想变动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老

子、孔子学说;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及其意义。 

    

通过 评价 

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

化遗存 

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

和国家产生的关系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 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

变动 

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老

子、孔子学说; 

通过孟子、荀子、庄子等 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及其意义 

 

通过表格我们看的就很清楚——“通过……了解、认识、理解……”。为何要有这种不同

的表述？放在《标准》里，就是基于学习目标而言；放在考试中那么则就作为评价指标而言。

换句话说，就是借助某一现象，最后达到某一结果。在历史学科中就成为，借助某一历史现

象，最后要求学生掌握到某种程度。这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程度和思维能力的一种评判打分。 

二·知道 

    搜索《百度》没有得出像样解释，查阅《词源》后，其给的定义就是“了解”。再查阅在

线《汉语词典》1.谓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 2.认识道路。3.晓得，谓对事物有所了

解﹑认识。 4.公文用语。犹知悉。多见于诏令。 5.犹厉害。貌似只有第 3 个意思和我们目前

常用的差不多，但是显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在不断的努力下，终于从黄牧航教授的书中找到了一个解释，且和我们历史学科的评

价要求是对应的——系指学生能够通过文字、形象材料等方式记忆历史知识。 

    黄教授把重点落在了“记忆”两个字，这点我相当认可。现在我们把他带入《课标》中看

看，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可是我粗略地翻阅了《课标》后，要求学生达到“知道”层面

的要求非常少，在1.6《明至清中叶中国版图的奠定、封建专制的发展与社会变动 》中有一

条表述——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

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

意义。  

   因此，要求学生能够“记忆”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

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南海诸岛非常多，那我们有没有必要记住南海诸岛所有岛屿的名字呢？显然

学生不可能做到，除非有意识的记忆，或者是专业人士。那就是仅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记忆，

南海那里的岛屿是我们的领土就可以了。大家再将上面的小字部分往后看，《课标》还有一

个能力级要。就是在知道的基础上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 

至于为何“知道”少，我们就不做解释了 

                                   三·了解 

    有了上述的经验后，我直接从黄牧航教授的书中找到了“了解”的定义——系指学生能够

通过抽象思维来把握历史知识的内容。 

     黄教授指出要通过“抽象思维来把握”，也就是说，我们把握的历史内容已经脱离的具体

的碎片化知识，那我们依旧进入《标准》中进一步理解。 

   《标准·纲要》1.1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

家的特征。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也就是说，上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给学生展示“甲骨文、青

铜铭文”。看完这段文字后，我们就要认识到，要了解私有制、阶级、早期国家特证。那了解

到什么程度又算是从抽象思维把握了呢？在我个人的认识看来，是能够用一些词语概括出来

这三个概念的特点。我尝试概括一下。 

概念 概括 

私 有 制 生产力低下；有贫富差距；有财产你我归属的意识；有支配劳动工具、食

物等物资的能力。 

阶    级 权贵 VS 普通人  奴隶主 VS 奴隶 

早期国家 商朝—联盟性质  周—控制松散  中央地方机构不健全等 



 

综上所述，我讲“知道、了解”进行一个“实战”性的解读：“知道”系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

能够列举出具体的历史现象和史实。“了解”系我们在对历史事实和现象有了“知道”后的概括

归纳。 

两者在能力层级上，显然“了解”比“知道”要高出一个层次来。我再试图举例来说明到底

在思维层级上高在了哪里。 

假定我们一个 2 岁的小孩子说我要喝水，如果我们给他只喝一滴水，那么小孩子的一

定会说：“我还想喝”。而如果一个 10 岁的小孩子要喝水，我们给他一滴水，那么他一定会说：

“我要喝一瓶水”。“我还要喝”就是历史现象，因为小孩子的思维还达不到对这个水的多少进行

思维层级概括总结，而“给我一瓶水”则已经超越了单一多少的概念，他已经能够用一个量词

来形容自己的需求，这就是思维的进步。 

                                    四·理解 

“理解”是我们应运最高频的一个词。我们经常上课会问学生：“你理解了吗”，那么在高中

历史中，在《课标》语境下我们改如何谈“理解”呢？ 

同样先看黄牧航教授给出的解释： 

“理解”系指学生所了解的历史知识在一个新的情景出现时，他仍然能够过揭示其本质。 

我们对黄教授的意思进行一个解读：了解与理解的从文字看，区别仅是“了”和“理”的区

别。“理”从本意指的是玉石的纹理，后来引申有道理、理解、理由等等。我们今天常常说，

你把这个道理给我解释一下，那么依照这种认识，我对黄教授的解读就给出了下面文字——

要求学生能够过概括历史现象这一思维层级达成后，换了一个新的情景，依旧能进一步解释

其原因是什么（好像也不够清楚）。请看下面例子。 

层      级 分析（以树叶和四季为例） 

层级一 知道  现象：春绿、夏秀、秋黄、冬落 

层级二 了解   概括：树叶在时间的流光中有生死过程。 

层级三 理解 解释：望万山红遍，知秋已来临；看青山绿水，晓春声已至 

 

“望万山红遍，知秋已来临；看青山绿水，晓春声已至”。远远望到满上红遍时候，我们

自然回知道秋天到了，行走在青山绿水间，我们自然知道，“春风又绿江南岸”。“万山红遍”“青山

绿水”都是换了新的情景。其中原因我们很容易解释，可是我们跳跃了思维逻辑的步骤——

春天树叶是绿的，秋天树叶变黄、变红——直接得出的结论是春秋已来。这就是黄牧航教授

所讲的“理解”。 

下面我们讲这个解释放入《标准》之中看看。 



1.2 通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 

按《标准》要求，即首先我们要概括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动。然后解释

为什么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必然的。 

           知道——了解        了解——理解 

具体史实省略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只有两种选择，守旧或

者变革，不顺应就是得灭亡，所以变革是必

然的。用我们普通的话理解就是：人、事要

适应时代的客观现实。用马克思的话说：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 

经济上——重大变动——冶铁技术进步；耕

作动力变革；水利工程发展；商业活动繁荣；

手工业进步；货币流通广泛等等。 

 

写到这里，我顺便解释一下目前老师们认为纲要的内容太多，讲不完的尴尬，解读完《标

准》后，你就会发现，今天的历史课不能是过去的碎片化知识解读，而应该是构建学生的历

史思维，唯独如此我们的高中历史课和初中历史课才有区别，否则就是炒剩饭。 

                                     五·认识 

这里的“认识”绝非是生活中的你认识我，我认识他的“认识”。我手中有关黄牧航教授的书

中没有“认识”这个词的解释。那只能靠自己了。 

让我们先摘录一些《标准》中关于认识的一些表述。 

1.5通过了解辽夏金元诸政权的建立、发展 和相关制度建设，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1.6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

的危机。  

   1.7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 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

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 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1.9认识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

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认识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历史作用;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认识

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意义;认识红军长征的意义。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些认识无独有偶都指向了一下几个词：作用、影响、局限性、

意义。 



通过我做的标记，现在我们很容易就明白“认识”的评价指标和能力层级要求是什么——

价值判断。这也是历史学科的最高阶的思维要求之一。从做题角度来看“作用、影响、局限

性、意义”是非常容易做的。那怎么就成为最高能力要求呢。这是与历史学科的学科属性、

价值属性分不开的。司马迁的《史记》的最终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这是要

探寻历史规律。而历史规律就一定建立在价值判断上。我们都有几个臭味相投朋友，我们找

朋友就不能简单以好人、坏人的价值判断来结交，而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判断上。人际交往

如此，那历史现象最终的归宿也是这般。 

同时，“认识”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所讲的“立德树人”，就是历史核心

素养所讲的“家国情怀”。 

          以上仅是本人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当请各位同行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