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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开始启用

并逐步推开，高中课程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阶

段。如何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五大学科素养

目标和学业水平及质量标准的要求落在课堂教
学的实处，大家都在探索之中。

通过研读深度学习的相关理论，我们认识

到：“深度学习倡导单元学习。它要求教师建立

好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内容之间的关系，

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选择有利于培养学科核
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和情境素材，制定学习目标、

选择学习内容、设计学习活动、开展课堂教学、

进行学习评价，环环紧扣，使学科核心素养具体

化，可培养、可干预、可评价。”①结合历史学科的
特点，我们认为历史学科的深度学习就是强调

将历史事件和局部现象置于宏观大历史、长时

段和大空间中加以考量；强调将单元学习转化

为具有明确目标和行动程序的学习事件或学习

故事；强调历史的整体结构和逻辑体系，避免历
史知识的碎片化和历史现象的孤立化；强调学

习者在阅读史料、提炼信息、联想推测等生成性

过程中习得、理解、升华心理及认知结构。因此，

运用深度学习的相关理论，我们开展了在单元

主旨统领下的单课学习实践活动，建构单元主
旨和单课主题的逻辑架构，在主旨统摄下进行

历史知识要素重组，围绕主旨确定学科素养目

标，在目标驱动下彰显主旨，将教材静态文本要

点转化为诠释主旨和达成目标的动态要素。下

面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单元及第４ 课
为例，谈谈我们的实践探索。

一、单元主旨统领

第一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

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的主要线索是从

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因此，本单元的学习主旨

可以定为：国家形态的演进。
那么，进入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呢？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次强调：“作
为国家的具体表现，同过去相比，具有两个最根

本的特征，即：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公共权

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

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国家和旧的

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
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

设立。”②“公共权力”指政府、军队、警察、监狱、

法律等，属于“国家机器”。“按地区划分它的国

民”就是打破氏族组织，按照行政区划管理人民，

在中国就是将居民按住地划入郡县、府州，派官
吏管理。两个特征都具备是国家形成的标志。③

* 本文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教材研究所“普通高中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教学改进”课题（项
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7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10、116~117 页。
③ 此处参考了任世江先生即将出版的新书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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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华文明

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起源于新

石器时代。大约在五帝后期，中国大地邦国林

立，有些邦国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夏、商、西
周属于早期国家，建立了世袭王权，逐步完善了

国家机构，但地方始终没有打破氏族制度。经过

春秋战国 500多年的列国纷争，彻底打乱了氏

族血缘组织；变法运动改革社会制度，开始按地

区划分国民，按地域设郡县制，早期国家向成熟
国家过渡。秦朝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国

家完全成熟。伴随着汉朝的重构，统一多民族封

建国家得以巩固。

从时序上看，在这一单元里，“国家形态的
演进”包含了：国家初始（距今约 5500年—公元

前 21世纪）———早期国家（公元前 21世纪—公

元前 221年）———成熟国家（公元前 221年—公

元 220年）三个时期。其中，“国家初始”时期主

要是传说中五帝时期，也是邦国林立的“万邦”

时代。“早期国家”时期主要是先秦三代，即夏商
周时期；其中周时，出现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过

渡。“成熟国家”时期指秦汉时期。

二、单课学习实践

（一）确立学习主题

确立每节课的学习主题时需从以下三个方

面考虑。

1.依据单元建构要求
在第一单元主旨“国家形态的演进”统摄

下，可以将单课的主题分别确立为：第 1课“中

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是“国家初始（万邦

时代）———早期国家（夏商西周时期）”，也是原

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建立、发展和繁荣时期；
第 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是“周秦之变”，

即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过渡，也是奴隶制社会

瓦解，封建社会建立时期；第 3课“秦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建立”是“成熟国家的建立”，可以
用“帝国的草创———帝国的崩溃”来构建；第 4

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

固”是“成熟国家的巩固”，可以用“帝国的重

构———帝国的巩固———帝国的完型”来构建。这

样，既关注了单课主题与单元主旨的上下位逻
辑统属关系，也关注了单元内单课之间主题的

横向交互关系，还关注了单元内单课之间首尾

衔接和承上启下的关系。

2.依据课程标准要求

学科课程标准是确立单课学习主题的主要
依据。以第 4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

建国家的巩固”为例，《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2017年版）》有关本课的内容表述为：通过了解

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大
一统国家的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通过了

解两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两汉

衰亡的原因。①由此可知，本课的主要知识点为：

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统一多

民族封建国家巩固的意义；两汉时期的社会矛
盾和农民起义；两汉衰亡的原因。认知水平上的

要求是“了解”“认识”。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

可以通过“帝国的重构———帝国的巩固———帝

国的完型”这一主题完成。

3.依据深度学习要求
深度学习理论认为，“深度学习的过程也是

帮助学生判断和建构学科基本结构的过程”。

“知识的本质需要通过典型的变式来把握，即通

过典型的深度活动来加工学习对象，从变式中
把握本质。”②确定“帝国的重构———帝国的巩

固———帝国的完型”这一主题，就是帮助学生

“通过典型的变式”来建构本课结构，以便实现

深度学习。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导学生运用史料

阅读法、因果关联法、点线勾连法、横向比较法、
时空交映法、审辨慎思法等历史学科深度学习

的思维方法，认识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

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以及两汉衰亡的原因。
（二）明确学习目标

1.梳理教材内容

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反映。通过对《中

①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3页。
② 郭华：《深度学习与课堂教学改进》，《基础教育课程》2019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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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历史纲要（上）》第 4课内容的梳理可知，本课

涉及的知识点相当多，单是重要的名词概念和

相关人物、事件就有近 40个。这么多的知识点

需要我们引领学生依据本课主题和课程标准进
行归类整理。例如：

“帝国的重构”：刘邦建汉、汉承秦制、郡

国并行制、七国之乱、与民休息、文景之治等

知识点。

“帝国的巩固”：汉武帝、推恩令、中朝制、察
举制、刺史制、均输平准、币制改革、盐铁专卖、

尊崇儒术、五经博士、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

病、河西走廊四郡、丝绸之路、西域都护府等知

识点。
“帝国的完型”：光武中兴、尚书台等知识点。

“帝国的隐痛”：王莽改制、绿林军和赤眉军

起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张角领导

的黄巾军起义等知识点。

“帝国的荣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
《汉书》、汉赋、乐府诗、《黄帝内经》《神农草本

经》《九章算术》、蔡伦改进造纸术等知识点。

这样，就使得学习内容按照内在逻辑及学

生学习的科学规律呈现，显示出结构化的特点。

2.结合学生认知
学生在初中阶段学习过“西汉建立和‘文景

之治’”“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东汉的兴亡”

“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两汉的科技和

文化”等课，对西汉的建立、休养生息政策、“文

景之治”“推恩令”的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盐铁专卖、光武中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

黄巾起义、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对西域的管

理、造纸术的发明、张仲景和华佗、历史巨著《史

记》，甚至道教和佛教等相关知识，都有了一定

了解，这为高中阶段开展单课主题下学习活动
的教学设计打下了基础。所以，在教学策略的制

定上就可以紧紧围绕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

和深度学习等目标，大胆取舍，无须面面俱到。

3.对应课标要求
在梳理了教材内容，分析了学生的认知结

构后，对应课程标准的要求，可将本课的学习目

标确立为：

（1）通过学生自主学习，梳理两汉时期围绕

帝国重构、巩固和完型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梳

理汉武帝为“帝国巩固”所采取的措施），引发他

们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关注和探究，认识统一多
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培

养学生史料实证及历史解释等素养。

（2）通过比较分析两汉衰亡的原因，认识其

给当今社会带来的启示，逐步增强学生对国家

和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学生
历史解释及家国情怀等素养。

教学重点：汉武帝采取的巩固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的措施及其历史意义。

教学难点：如何正确认识两汉衰亡的原因。
（三）达成学习任务

1.厘清文本内在逻辑

本课首先讲述了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朝

暴政和楚汉战争打败项羽的基础上，刘邦建立

汉朝，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基于当时的经济
状况和历史教训，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无为思

想，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政策，政

治上采取“汉承秦制”的同时，在地方行政制度

上实行郡国并行制。正是在“无为”治国理念下，

实现了“帝国的重构”。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如地方诸侯、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等

势力的膨胀，皇权的削弱，边境多次遭到匈奴袭

击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迫使汉武帝在治国理念上

从“无为”转变为“有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和民族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实现

了“帝国的巩固”。但在“帝国的巩固”局面下也

隐藏着一些社会“毒瘤”，如政治日趋黑暗、土

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繁重等，最终导致西汉

灭亡。
在此基础上，依仗豪强地主势力建立起来

的东汉王朝，通过光武帝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调

整，实现了“帝国的完型”。但豪强地主势力的迅

速发展，最终导致了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和东
汉政权的名存实亡。

正是在帝国的重构、巩固、最终完型和经济

恢复、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汉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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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文化。

2.依托深度学习策略

深度学习在单元学习活动的设计时，首先

强调规划性和整体性，体现着深度学习强调整

体把握的特点；其次是实践性和多样性，这里强
调的是学生主动活动的多样性；再次是综合性

和开放性，即对知识的综合性运用与开放性探

索；最后是逻辑性和群体性，主要指学科的逻辑

线索以及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助。①

在“帝国的重构———帝国的巩固———帝国

的完型”这一主题下，既可以围绕两汉时期统治

者的治国理念或顶层设计去分析，如西汉初年

尊奉黄老的“无为”思想，到汉武帝时期积极“有
为”的政治思想，再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实行的

“柔道”思想；也可以从西汉初年形成的“布衣将

相”局面，到后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膨胀，

去正确认识两汉衰亡的原因；还可以引领学生

把本课众多的碎片化知识按照时间顺序或空间
范围或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不同领域

进行分类，并明确彼此间的逻辑关系。

板书可以这样呈现：

西汉和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帝国的重构：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帝国的巩固：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强盛

帝国的完型：东汉的建立与“光武中兴”

帝国的隐痛：两汉灭亡的原因与再思考

帝国的荣光：大一统局面下的灿烂文化

3. 开展深度学习活动
深度学习特别强调教师的重要作用，强调

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在教师引领下，

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积极参与、

体验成功、获得发展。②

第 4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
国家的巩固”中，为突出“帝国的巩固”主题，首

先请学生自主学习，按照表格模式，列举汉武帝

在经济、思想和民族关系上采取的措施；其次，

老师带领大家通过汉武帝在政治上采取的措施

来推导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进而明晰措施带

来的影响；再次，请同学们分组合作，按照以上

模式，对汉武帝在经济、思想和民族关系上采取

的措施进行分析，从而全面认识汉武帝在巩固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上的历史功绩。通过教师

引导，一是可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二是

帮助学生树立教材就是学材的意识，提升把教

材内容当作材料进行分析的能力。
（四）检测学习效果

“学业质量标准”的提出是 2017年版高中

课标的亮点之一。在合格性考试中，必修课程

内容学习应达到学业质量水平 1、2的要求。在

选择性考试中，必修课程内容和选择性必修课
程内容学习应达到学业质量水平 3、4的要求。

教学设计中，可以根据学习目标，围绕学习

任务，依托史料，设计问题。问题设计指向核心

素养，对应特定学业质量水平。仍以第 4课为

例，为达成学习目标（1），可以设计这样一道材
料解析题进行检测。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

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

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
创……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

“封建”思想之复活……当时平民政府的第二个

反动思想则为无为而治……无为之实则为因。

———钱穆：《国史大纲》③

材料 2：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
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

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

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④

（1）你如何理解材料 1中“‘无为’之实则为

‘因循’”的说法？

（2）材料 2中汉初七十余年的“无为”给汉

武帝留下怎样的历史遗产？

①② 郭华：《深度学习与课堂教学改进》，《基础教育课程》2019 年第 2期。
③ 钱穆：《国史大纲》，《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第一编 75），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年，第 86~87 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 14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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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你如何

看待汉武帝的“有为”？

第（1）问指向史料实证素养水平 2：能够尝

试运用史料作为论据论证观点；历史解释素养
水平 2：能够在历史叙述中将史实描述与历史解

释结合起来。

第（2）问指向史料实证素养水平 1：能够从

所获得的史料中提取有关的信息；历史解释素

养水平 1：能够辨别教科书和教学中的历史解
释；能够对所学内容中的结论加以分析。

第（3）问指向史料实证素养水平 3：在探究

特定历史问题时，能够对史料进行整理和辨析，

能够利用不同类型史料，对所探究的问题进行
互证，形成对该问题更全面、丰富的解释；历史

解释素养水平 4：在独立探究历史问题时，能够

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验证以往的

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

为达成学习目标（2），可以设计这样一道思
考题进行检测。

（1）两汉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有哪些？

（2）从中可以汲取哪些历史教训？

第（1）问指向历史解释素养水平 1：能够对

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论加以分析。
第（2）问指向家国情怀素养水平 3：能够表

现出对历史的反思，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

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

由此，我们初步构建出“单元主旨统领下的

单课学习实践模型”（见图 1）。

我们的探索刚刚开始，一些想法还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学科

核心素养，需要广大中学“历史人”共同努力。其

中，深度学习的方式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有
效途径之一。

【作者简介】单泓水，高级教师，新疆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

刘新宇，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新疆

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心

主任。

【责任编辑：王雅贞】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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