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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８ 日
，
我有幸代表旬阳 中学历

史教研组 ，在市教研室组织的主题教研活动上承

担人民版
“

顺 乎世界之潮 流
”

之授课任务 。 我将

这节课的教学设计与反思呈现 出来 ，
希望各位同

仁批评指正。

一

、课前的备与思

“

顺乎世界之潮流
”

是必修三专题三
“

近代 中

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

的第一课 。 专题三讨论的是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 流 ，
主要探讨

“

中 国 向何处

去
”

这一历史主题 。 伴随着近代西方侵略的 日 益

加深 、 中华 民族危机 日 益严重
，
先进 的中 国人 的

思想也在逐渐深化和发展 ，其 目 的是想通过 向 西

方学习的方式挽救民族危机 。

有人说 ：

“

只有拥有灵魂的课堂 ， 才能 引爆 以

思促思的智 力 ，
奔涌起以情生情的激情 。

”

课堂因

为有了灵魂 ， 才有 了 生 命的 价值 。 课魂 ， 源于教

师对历史正确的认识和独特的感悟 ，
是对历史学

科核心素 养的高 度整合 。 我们进行的任何教学

必须紧扣课魂 ，
课魂的定位必须以课程标准 为依

据
，
以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为核心

，
立意高远

，
主题

鲜 明 。 本节课的课程标准要求是
“

了 解鸦 片战争

后 中 国人学习 西方 、 寻求变革的 思想历程 ， 理解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中所起

的作用
”

，
主要讲述 了鸦 片战争后至 ２０ 世纪初

，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人侵 ， 民族危机 日 益加深 ，
以

林则徐 、魏源 、康有为 、梁启超 、 孙中 山 等为 代表

的先进 国人不断 向西方学习 ， 寻求救亡图存 ，思

想不断解放 的历程 。 从 中 国 近代思想解放历程

来看 ， 国人逐渐打破
“

天朝上 国
”

心 态
， 对西方的

认识不断深入 ，思想不断觉醒 。 从近代化发展历

程来看 ， 国人思想的解放对 中 国近代化的发展起

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根据对课程标准及教学内 容的整体性理解 ，

我将本课的教学立意确定为 ： 在资本主义潮流汹

涌而来 、 民族危机 日 益加深的情况下 ， 中 国 人为

了挽救民族危机 ，不断向西方学习
，
思想也在不

断解放
；
将本课的 主题确定为 ： 看世界 ， 顺潮 流 ，

挽危亡 。 重 点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 特点及

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 ；难点是每一历史阶段中 国人

向西方学习 内容的异 同 ， 认识近代思想解放的艰

辛历程。

二
、 课中的教与学

从主题出 发 ， 根据重难点 ， 我设计 了 如下教

学环节。

环节一 ：
观世界 ，

明 潮流

结合 １ ７—１９ 世纪世界大事年表 ， 引 导学生分

析当时世界的潮流 ， 使学生对 当时的潮流有一个

明晰的认识。

时 间 事件 时 间 事件

１ ７
—

１ ８

世纪

启 蒙运动 １６８９年 英 国颁 布《 权利 法案 》

１７８ ５年 瓦特 改良 蒸汽机 １ ７８７年 美 国颁 布《 联邦 宪法 》

１ ７８ ９年 法 国爆发 大革命 １ ８ ６ １
年 俄国农奴 制 改革

１ ８６ ８年 曰 本明 治 维新 １ ８ ７ １
年 德 国颁 布《 帝 国 宪法 》

环节二 ：近代人看世界

此环节有
“

国人看世界
” “

林魏看世界
”“

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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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
” “

康梁看世界
”

和
“

孙文看世界
”

五部分 ，

试图通过文字和图表材料让学生认识到在世界

潮流汹涌而来之时 ，
当 时的 中 国人从最初的闭 目

塞听 、对世界几乎是
一

无所知到认识逐渐深人 ，

开始学习西方 ， 从器物层面再到制度 ， 让学生联

系当时世界的潮流 ， 可知近代国人随着民族危机

的加深
，
不 断地顺应世界发 展潮流 ， 试 图 救亡

图存 。

环节三 ： 维新思想之思

结合康有为 、梁启 超 、 谭嗣 同 、 严复的主要思

想内容
，
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有人评价康有为是

“

跪着造反
”

，
如何理解维新思想的传播是 中 国近

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
维新思想产生的

影响 ，使学生对维新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

程中起的作用有 了进一步认识。

环节四 ： 学习道路之辩

福泽谕吉是 日 本近代著名 的启 蒙思想家 ，
对

近代 日 本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 他在 《文明论概

略》中提到他对学习西方文明的看法 ：

汲取欧洲 文 明
，
必 须 先其难者 而 后 其 易 者 ，

首 先 变 革人心 ，
然后 改 变政令

，
最后达到 有形 的

物质 。 按照这个顺 序做 ，
虽 然 有 困 难

，
但是没有

真正的 障 碍 ， 可以 顺 利 达到 目 的 。 倘若 次 序颠

倒
，
看似容 易 ， 实 则 不通 。

师生共同探究福泽谕吉认为 的
“

汲取欧洲文

明
”

的理想途径 ，可使学生认识到近代 中 国之所

以会选择先 器物再制度后思想这条貌似先易后

难的途径是由 当时 国 内外环境共同决定 的 ， 深化

学生对各国国情不 同 ， 选择的途径道路也不尽相

同的认识 。

环节五 ： 往者已逝 ，
来者可追

２０ １ ８ 年是戊戌变法 １ ２０ 周年 ， 也是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 。 近代中 国的仁人志士为 了挽救民族危

机而不断努力探索 ，
甚至以生命为代价。 忆古思

今 ，
我们青年人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和责任担当

为实现 中 华 民族伟大 复兴贡 献 自 己 的智 慧 和

力量 。

两条线贯穿教学始终 ：
以林则徐 、 媿源 、康有

为 、梁启超 、孙中 山等人看世界为明线 ， 通过他们

眼中世界的不 同体现了 国人思想在逐渐深化和

发展 ； 暗线则是国人思想认识的深人发展实质是

不断顺应世界潮流
，
试图挽救 民族危机 ，

体现了

先进的中国人拳拳爱国之心 。

三
、 课后的感与悟

这节课上完后 ， 我认为总体 来说主题突 出 ，

教学流程完整 ，
有师生互动

，
感觉 良好 。 在点 评

环节 ， 闫璟老师让我思考两个问题 ： 怎样看待学

生 ？ 怎样看待这节课？ 任鹏杰主编再次在黑板

上写下
“

体在史学 、 根在人格 、命在思想 、魂在价

值
”

１ ６ 个大字
，
振聋发聩 ，

让我从 自我陶醉中醒了

过来。

关于如何看待学生 ，
学科核心素养明 确要求

教学要从关注知识到关注人 ， 就是要求教师要眼

中有生
，
要关注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任鹏杰主

编在《何为更好的历史教育 》主题报告中提出 ： 历

史教育的
“

根
”

在人格 。 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史

学专才 ， 而是培养
“

人
”
——人格健全 的合格 公

民
；
不是研究史学 ，而是用历史教人通过

“

认识世

界
”

来
“

认识 自 己
”

，
无人格关切 就无历史教 育。

唯物史观明确 的健全人格 目 标是人的 自 由 全面

发展 ，是培养健全人格 。 要培养人格健全的合格

公民 ，首先要眼 中有学生 。 在课前要备学情 ，
结

合学生的学习认知水平 ，依据课程标准进行教学

设计。 可惜这一重要环节被我遗漏
，
在备课过程

中满脑子想 的 都是如何依据 课程标准和教学 内

容搜集教学资源 ，
优化教学设计 ， 至于学生是否

能理解接受则未有应有之考虑 。

一节课要有人 ，
还要有

“

魂
”

。 而
“

魂
”

就在价

值。 柯林武德说过
： 自 然科学 家面对的仅仅是现

象 ， 而历史学家面对的绝不是
“

单纯 的现象
”

，
历

史学家不是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 ， 以便识别

其中的思想 。 任鹏杰主编认为对历史的看法 比

史实本身更重要 ，
只教学生学一堆历史知识 ， 而

未习得价值鉴赏力 （关键的思维能力 ） ，
就谈不上

真历史教育 。 对于历 史 ，
既要

“

看苕
＂

，
更要

“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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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２ 月 ７ 日 至 ８ 日
，

安康市教学研究室历史科基于

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 年组织 了

主题教研活动。 本次活 动基于

戊戌 变 法 呈 现 了 三 节 示 范

课——旬 阳县城关初 中 冯苗 老

师执教统编版八年级上第 ６ 课

“

戊戌变法
”

， 旬 阳 中学 丁凌凌

老师执教人民版必修三
“

近代中

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

专题的第
一

节
“

顺乎世界之潮流
”

， 紫 阳 中

学靳松老师执教人民版《历史上

重大改革 回 眸 》专题九
“

戊戌变

法
”

，
意欲从初高中 不同学习 阶

段 、不 同教学主题 、 不 同教学 目

标 ，
立体展示初高中历史教学对

“

戊戌变法
”

的 不 同侧重 ，
探讨

初高中历史教学任务 的 区别 和

联系
，
以及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课堂落地问题 ，进而为全市初髙

中历史教 师提供主题校本研修

学习案例 。 以 下结合三节课例

谈谈体会与感悟 。

一

、 分 享 观点 与 故

事 ， 以解释历史

从历史课程的设置和学科

教育的特点看 ，初高 中课程 目标

和教学 目 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初中历史教育教学主要从宏观

角度人手
，
兼顾历史知识的时序

性和系统性 ；高中 则注重知识的

拓展和深化 ，强调课程设置的多

样性 ，为学生学习历史提供多视

角
、
多层次 、多类型的提升空 间 。

不同的教学 目 标要求初髙中历

史教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但讲

好故事是初高中历史教 师都要

具备的素养 。

很多历史教 育界 的前辈都

认为 ，
历史课一定要有故事 ，

只

有在流畅 的历史叙事中 ，才能达

到育人的 目 的。 故事不仅能调

节课堂气氛 ，还可以巧妙地解释

一

些历史概念和历史现象。

比如冯苗老师在讲授
“

公车

上书
”

时
，
提到历史学研究的一

些观点 。 如 康梁公车未 上 书 ！

冯老师大胆将史学研究成果运

用于初 中历史教学。 但超越历

史教科书的观点引用 ，
引 发了历

史教师的争论 ：赞成者说这体现

出一位专业历史教师的素养 ， 反

对者说这是史学研究的 争论问

透
”

，每种历史知识
“

背后
”

都有价值观。 近代以

来 ，
民 族危机不断加深 ，

一

代又
一

代 的仁人志士

为 了挽救民族危亡不断探索 ，
抛头颅

，洒热血 ，这

就是
一种对国家 、 对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勇 于担当

精神 ， 我们学习 这节课就是要学 习他们的这种责

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

本课虽以学生整体诵读梁启 超先生的 《少年

中 国说》结束 ，
让学生从中感受到肩 上的历史责

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精神 ，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 中

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和落实 ，
显得有点牵强 。 历

史是 由一个个鲜活的 人书写的
，
要培养学生的担

当责任意识 ， 可以通过讲解些鲜活的人物案例 ，

去感染学生 ， 引发学生共鸣 ，实现历史与现实的

对话。 如在讲到维新思想时可以让学生思 考谭

嗣同的
“

死者
”

与
“

行者
”

论 。 我想 ， 历史课堂上要

是穿插些鲜活 的历史人物案例 ，
这节课肯定不会

枯燥乏味 。

“

根
”

植于生 ，

“

魂
”

塑 于心 。 我们要以学生的

健全人格养成为根基 ，培养学生正确 的价值鉴赏

能力 ， 这样有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落实 ，
也

有助于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

（ 作者地址／陕西 省 旬 阳 中 学 ，
７２５７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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