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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高考历史试题中出现了表格类型的题，这种题型对学生

的理解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历史题型必将面对新的挑战，在教学

中教师注重运用表格来讲解知识，不仅能将繁杂的历史知识条理化，系

统化，还将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增强学生的历史阅读能力、阐述

能力、评价能力以及记忆能力，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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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需要理解历史概念、理清历史线索、把握

历史现象，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历史类表格显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

效的办法，历史表格作为一种直观、简洁，但又丰富、深刻的史料，不

仅在历史教学中被普遍使用，更是受到命题者的青睐 [1]。它显然可以增

强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近年来，高考历史题中表格类型的题呈上升态势，且题目的灵活度

也越来越高，主要考察学生时空观念、历史解释以及史料实证等方面的

问题，考察学生对表格整体的认知把握能力与理解能力。2017 年高考新

课标全国Ⅰ卷第 33 题就是典型的一例。原题如下：

表1  英国国民总收入变化表

英国国民总收入变化表

年份 约1770 约1790—1793 约1830—1835

数额（百万英镑） 140 175 360

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变化表（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工资，1851年为100）

年份 1755 1797 1835

指数 42.74 42.48 78.69

综合表 1可知，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

A. 工人实际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B. 经济快速发展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

C. 工人生活整体上没有改善

D. 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下面就以这道题目为切入点，来谈一谈表格在高中历史课堂上高效

使用的好处和方法。

一、利用表格解读历史现象梳理历史知识

历史事件是通过一定的事件、一定的地域以及人物的活动这三大要

素所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仅仅只是教材的文字叙述以及教师的口头讲

解很难使学生将所学知识理解清楚。因为历史事件的发展有其隐蔽性、

曲折性，文字讲解往往不甚明了。[2] 

表格是说明、分析、论证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处理方式，是分析、

处理、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如果教师能将历史知识以表格形式呈现，

就会发现历史知识的梳理和历史现象的解读变得轻而易举了。运用表格

讲授历史知识，学生能够对所学知识有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更容易把

握历史事件的本质，感悟时代所属特性，从而更好地理解较为抽象的历

史知识。

2017 年高考新课标全国Ⅰ卷第 33 题所列举的表格是一个历史数据

统计表，历史数据统计表是以数字变化为信息载体，通过一定时间段、

一定数量的变化关系来反映历史事物的特征、变化趋势及其体现的本质

问题等，是研究历史的有效方法之一。本题所展现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对英国的影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本表格中读出以下两个历史现象：

第一：约 1770 年到 1835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生产力得到

充足发展，英国国民总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上涨约 2.57 倍。

第二：1755 年到 1797 年英国工人实际工资越来越低，1797 年到

1835 年英国工人工资上涨不到一倍。

学生根据以上的分析并结合教师所讲授的相关知识，可以得出如下

历史解释：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

国民总收入不断提高。但英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人实际收入增长并不同步，

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试想，如果在平常的课堂中，教师能够想到用

此类表格呈现教学内容，那么学生在高考考场上，解读此类问题是不是

就会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呢？应强调的是，教师利用表格展开教学时务

必要准确分析表格中的详细信息，例如文字信息、数字信息等，还要注

意紧扣时间节点，把握表格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更好地引导学生分析历

史现象和梳理历史知识。表格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对于帮助学生理解、消化、

记忆和掌握所学知识 , 提高教学效果有着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3]

二、利用表格加深历史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一）高中历史知识的分类

一般来说，高中历史知识分为以下三个类型：事实性知识、概念性

知识以及方法性知识。其中事实性知识指的是历史事件、人物以及现象

等方面的知识；概念性知识是指在认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发生发展规

律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包括历史概念和历史原理等；而方法性知识主

要侧重历史学习方法，这类知识用于学生学习、记忆和思考历史问题的

过程，其核心是历史思维方法。而方法性知识正是历史知识核心重要的

部分。

（二）运用表格能够有效地对历史知识加深记忆理解

由于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有背景、性质、过程、意义、作用、影响等

多种要素，教材的文字叙述以及教师单一的讲解往往不能使学生对概念

性知识和方法性知识进行有效掌握。这时候可以运用表格来对历史知识

进行系统化展示。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运用讲授法和讲解法等教

学方法对列举的表格进行细致生动地讲授，必要时可运用小组合作探究

对所列举的表格进行探究分析。教师要带领学生去想象并还原当时历史

事件发展的背景、过程、意义等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加深学生对

方法性知识掌握，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更好地掌握高效的历史学

习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史料实证等方面的核心素养。

还是以 2017 年高考新课标全国Ⅰ卷第 33 题为例，其反映的是第一

次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学生所要掌握记忆的内容是第一次

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英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人实际收入

增长并不同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矛盾尖锐。这个知识点是

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部分教学内容的难点所在，而且也是属于概念性的

知识，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却导

致贫富差距的增大，进而导致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

利用此表格的文字信息以及数据变化，学生可以更容易理解教学内容，

进而掌握解决历史题的方法性知识。

三、运用表格突破高中历史教学的重难点

（一）利用表格突破教学重难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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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只有突破了教学重难点的课才能称得上是一节

完美的高质量的课。表格可以把抽象历史知识变得具体化、可以将复杂

繁多的历史知识点进行梳理，将历史知识系统化条理化，这样学生能够

对本节课所讲内容有更直观、更清晰、甚至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高

效地对教学重难点进行有效突破，提升学生的历史人文素养。

除了直观性、合理性外，表格还可以帮助学生将抽象化历史知识形

象化，能够更好地解决历史课堂上的教学重难点问题。仍然拿 2017 年

高考新课标全国Ⅰ卷第 33 题来说，这个表格它将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

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工人实际收入增长并不同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

来越大引发社会矛盾这样抽象的知识点形象化了，利用英国国民总收入

的数据变化和英国工人实际工资数据变化能让学生形象地感受到英国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无产阶级工人的生活处境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

贫富差距过大进而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与英国无产阶级的矛盾。

（二）表格对教学重难点的突破可以使学生更好地解答历史题

利用表格不仅让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解更加直观、生动、形象、

有条理，使历史事件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图表的简洁性、直观性能够使

学生对于本节课教学重难点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对知识的理解也就大大

增强，把教学重难点理解吃透。教师只有在平时教学实践中，通过培养

学生的读表分析能力，掌握基本的读表技巧，在表格和历史学科知识之

间建立起有效联系，学生必定会提高解题能力。

最近几年 , 高考历史表格形式的选择题和材料分析题越来越多，仅

在2017年高考新课标全国Ⅰ卷的历史题中就有四道题是有表格内容的，

这就使得读图分析能力将是未来高考中重点考查学生的内容。考察的知

识点往往是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 它要求学生综合运用表格中

提供的各种信息，结合自己所学的基本史实，用表格中所给出的信息分

析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根据表格信息来对问题来进行解答。

四、利用表格教会学生读表技巧

（一）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历史学习方法

上文中提到方法性知识是历史知识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而方

法性知识主要侧重历史学习方法，学生掌握了历史学习方法有助于学生

更好地学习历史，在答历史题的时候也会得心应手。因此教师要在历史

课堂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掌握历史学习的方法，锻炼学生的思维分析

能力，进而更好地获得历史知识，掌握历史学科能力。这样做教师也能

够高效地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学生也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二）学生掌握读表技巧的优势

读表技巧也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是属于方法性知识的一种。近

年来在高考历史中都会出现带有表格的题目。针对此类型的题目，教师

一定要引导学生将表格的文字信息、数据信息以及表格内部的所蕴含的

知识内容向学生进行细致分析，通过现象看本质，教会学生阅读表格的

技巧，让学生逐步掌握利用表格分析历史现象以及学会用表格解决历史

课堂上的问题。这样做不仅增加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

够加深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同时也说明了相关历史的重要性。

在 2017 年高考新课标全国Ⅰ卷第 33 题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三

个方面对表格进行解读：

第一：看表头“英国国民总收入变化表”和“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变

化表”明确表格的内容。

第二：看表格左栏“年份”“数额”和“指数”进行横向对比通过

对比明确知识要点。

第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表格信息中掌握有效信息进而选出正确

答案。

学生通过这三个步骤可以有效掌握读表技巧，日后面对此类表格型

选择题便会得心应手，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五、结语

表格不是历史教学中的唯一手段，确是较为有效的手段，善用之定

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总之，将表格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加深

对历史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掌握历史教学重难点以及在树立学生具有家

国情怀的理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历史教师一定要努力研究教学

教法，将表格有效合理地引入教学实践中。表格能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和

问题简明化、系统化、条理化，增强学生的历史阅读能力、阐述能力、

评价能力以及记忆能力，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作为教师要对学

生开展有目的性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历史人文素养，将新课程理念注入

其中，使表格成为新课改背景下课堂教学的利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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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提升学习的学习积极性，帮助学生

树立在数学这门学科上的自信心，从而使高中数学课堂的教学效率得到

有效提升。例如，在进行《一次函数》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在学生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之后，对学生的学习情况采取多样化的评

价，使学生充分了解自己在一次函数这一部分知识中存在的不足与优

势，及时进行改进，不但能够提升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效果，还能有

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提升高中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核心素养下的高中数学课堂教育的有效性，与教师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形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教师应当结合自身教学过

程中的实际状况，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特征，对高中数学课堂教学进行

充分的优化，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

中取得综合全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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