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选轉 丨ｇｙ教学 参 考緣
时空观念 ： 从

“

知 其然
”

到
“

知 其所 以然
”

——

以
“

从
‘

师 夷 长 技
’

到 维 新 变 法
”
一 课 为 例

〇 蒋晓嘉

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中学科本质的

体现 ， 历史学习 的过程 中时空性是基本 ， 它是学生

认识历史 、学习历史的基础 ， 因为
“

任何历史事物都

是在特定的 、具体的时间 和空间条件下发生 的 ， 只

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 中 ， 才能对史事有准确 的理

解
”

。 有意识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 对学生的历史

学习 以及历史思维的培养都是不可或缺的 。 但是 ，

现行教科书 中记载的大多是
“

全局性的历史 ， 比如

改朝换代的历史 、治乱兴衰的历史 ， 重大事件 、重要

人物 、典章制度 的历史等等
”

［
１

］

。 由 于教科书 中 时

空意识体现不明显 ，学生准确理解史事的难度便增

加 了 。 而当前时空观念的课堂渗透 ， 大多停留在时

空定点和进程梳理上 ，学生对史事
“

知其然
”

而
“

不

知其所以然
”

， 这样的课堂教学并不能彰显时空观

念素养的 内涵与价值 。 素养立意下时空观念的渗

透 ，应该是学生能掌握史事一－

“

知其然
”

， 并在时

空框架 中懂得分析历史 问题 ， 透彻 了 解历史现象 ，

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

知其所 以然
”

。 笔者结

合人教版必修 ３ 第 １ ４ 课
“

从
‘

师夷长技
’

到维新变

法
”

课堂教学实践 ， 谈谈素养立意下时空观念培养

师生总结 ：经济发展 ，商品经济繁荣 ， 市 民阶层

出现 。

【 思考探究 】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

中 华 民族创造 了 源远流长 的 中 华文化 ， 中 华 民

族也一定能够创 造 出 中 华文化的新辉煌 。

中 华 民族创 造 了 具有 ５０００ 多 年历 史 的灿烂文

明 ， 也一 定能够创造 出 更加灿烂的 明 天 。

——

习 近平

引导学生思考对待 传统文化 的态度 ， 取其精

华 ，弃其糟粕 。 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 。

【 课堂小结 】

本节课立足于文化史 ，联系 了政治史和经济史

的相关内容 ， 是对教科书 内容的重新整合 。 以 《清

明上河图 》为线索 ，学习 了宋代的经济发展情况 ， 同

时也揭露 了宋代
“

重文轻武
” “

盛世危局
”

的社会现

的策略 。

一

、 利用时间轴 ， 探究思想解放的原 因

“

从
‘

师夷长技
’

到维新变法
”

这一课的 内容涉

及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抵抗派 、洋务 派和资产阶级

维新派先后提 出 向西方学 习 的主张 。 这是 中 国 向

西方学习层面逐步深入的过程 ， 同时也是 中 国人思

想逐渐解放的过程 。 教师将本课的主题定为
“

西学

渐进 ， 民智渐开
”

， 教学 目 标为学生能运用时间轴 、

史料等方法掌握各阶段中 国 向西方学习 的背景 、主

张 、代表人物 、实践活动 ， 在梳理和分析思想解放在

各阶段的表现时 ，认识每个阶段提出 的主张对中 国

思想史上的意义 ，并能洞察中国 向西方学习 的历史

发展的趋势 。 为解决这些问题 ，课堂上教师首先提

出三个问题 ： 为什么要学 （ 原因 ） 、 怎 么 学 （ 历程 ） 、

结果如何 （ 影响 、趋势 ） 。

陈旭麓先生指出 ：

“

历史是年代的积累 ， 历史的

辩证法是从时间上展开的 。

”
［
２

］

历史 的辩证法强调

历史现象不是孤立的 ， 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特定

的时空 ，事件与事件之间都有一些 内在的关联性 ，

实 。 同时 ，通过本节课让学生再次领略 了宋代文化

的风采 ，也感受了前人勤奋学习 、 持之以恒 的人格

魅力 ， 深刻理解了成功的艰辛 。

教学反思

本课主要是以教科书为依托 ， 从学生的实际生

活出发 ， 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并尽力与现实有机结

合 ，让学生体验一种真正
“

有生活
”

的历史 ， 从而使

学生感受到历史是亲切 的 、 触手可及 的 ， 让历史课

堂迸发出生命的活力 。 图画史料贯穿于整节课 ， 线

索脉络较为清晰 ，形象具体的 图画可以提高学生的

兴趣 ， 启迪学生发散性思维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

（ 作者地址／ 中 国 科 学 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 院

实验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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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 不是强调历史时间在时

间轴上的定点定位 的
“

知其然
”

， 而是学生学会结

合特定的时空 ， 用联系 的 、发展的眼光分析理解历

史事件 ， 以
“

知其所以然
”

。

“

为什么要学
”

这一 问题 ， 设计的意 图是让学

生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每个阶段中 国 向西方学习 的

背景 ， 并从各阶段的背景 中总结规律 ， 得 出 近代 中

国人向西方学习 ， 进行思想解放 的 原 因 。 这需要

学生联系必修一 、
二所学知识 ， 分析历史事件之 间

的联 系 ， 用 时 空 观念 看 待 历 史 的 纵 横 发 展 （ 联

系 ） 。 为解 决这一 问题 ， 教师要求学生课前根据

所学知识 ，将鸦片战争到八 国联军侵华时间 区域

内 的政治 、经济大事件标注在时间轴上 ， 并根据教

材在时间轴上标注师夷长技 以制夷 、 中体西用 、 早

期维新思想 、康梁维新思想的时段 。 课堂上 ， 教师

首先要求学生观察时 间轴 ， 引 导学生分析每个 向

西方学习 的 阶段与政治 、 经济 的关系 。 学生借助

时间轴发现 ：

“

师夷长技 以 制夷
”

阶段 ， 政治上 中

国鸦片战争失败 ， 经济上外 国资本主义的人侵 ， 自

然经济开始解体 。

“

中体西用
”

阶段 ， 政治上 中 国

第二次鸦片 战争 的失败 ， 经济上外 国 资本主义 的

发展 ， 自 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 早期维新思想阶段 ，

经济上洋务运动 的开展与 民族资本主义 的产生 。

康梁维新思想阶段 ， 政治上 中 国在 甲 午 中 日 战争

中 战败 ， 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 。 在

此基础上 ， 教师再要求学生观察每个阶段的政治 、

经济背景 ， 思考历史事件之间 的规律 。 学生通过

分析发现 ，政治上大都是因为战争的失败 ， 经济上

是因 为 自 然经济的 解体 ，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

展 。 教师再 引 导学生深化认识 ， 指 出
“

为 什 么 要

学
”

： 民族危机逐渐加 深 ， 社会经济 的 发展 。 思想

解放这一过程是伴随着 中 国 人探索救亡图存道路

逐渐深入的 ， 思想解放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实

现的 。 学生从中深刻认识到思想文化是在特定历

史条件下人类社会政治 、经济活动的反映 ， 又指导

了人们的政治 、经济活动 。

， 丨 ：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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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 ， 比起机械记住历史时间 的背景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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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运用能直观呈现历史事件的发展变化 ， 让学生

架构一个完整的历史知识链 ， 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点

的记忆更加灵活 。 在学生 了 解历史事件的发展变

化基础上 ， 引导学生借助时间轴 ， 发现 、分析历史事

件的逻辑顺序和因果关系 ，让学生在历史事件的纵

向动态系统中认识和 了解历史 。

二 、利用情境创设 ，体会思想解放的意义

本课第二个问题
“

怎 么学
”

与第三个 问题
“

结

果如何
”

， 旨在让学生理解本课每个阶段提出 的主

张以及其思想解放的意义 。 对学生来讲 ， 各阶段 向

西方学习 的主张现在看来并不是什么高见 ， 毕竟历

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与学生生活 的年代有一定 的距

离 。 如果只是让学生记住主张与意义 ， 其实并不

难 ，但对于学生理解历史事件的帮助并不大 ， 死记

硬背后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一 问三不知 ， 陷人
“

不知其所以然
”

的局面 。

“

历史是过去的事情 ， 学

生要了解和认识历史 ，需要了解 、感受 、体会历史的

真实境况和 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 进而才能

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
”

。 简言之 ，考察历史事件 ，

历史地分析问题 ， 就是把具体的人或事放在特定的

历史背景下去认识 。 为解决这一问题 ，教师通过创

设情境 ，让学生重 回历史现场 ， 在历史情境 中展开

探究 。

例如在探究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对思想解放的
“

启迪
”

作用时 ， 教师 以史料创设 了 战前 、 战时 、 战

后 中 国对西学态度的情境 ，让学生从中找出 当时态

度的变化 。

战前 ：

“

欧 罗 巴 人天文推算之 密 ，

工 匠 制 作之

巧
， 实愈前 古 ， 其议论夸诈迂怪 ，

亦 为 异 端 之 尤
”

；

“

所格之物 皆 器数之末 ，
而 所 穷之理 又 支 离 神怪而

不 可诘 ， 是所 以 为 异学耳
”

。



《 四库全书 总 目 》

战 时 ：

“

（ 英 国 汽船 ） 无风无 潮 ，
顺 水逆水 ， 皆 能

飞 渡
”

。

“

（ 英 国 火炮 ） 设有石 磨盘 ， 中 具机轴 ，
只 需

移转磨盘 ，
炮即 随其所 向

”

。

“

（ 清朝 ） 任军 事者 ， 率

皆文 臣
，
笔下 虽 佳

， 武备未谙
”

——琦善

战后 ：

“

战 争结束后 ， 道光帝 曾 下令各省修筑海

防工事 ，
但 因 未有 军 事 学 上 的 检讨 ， 各地竟 然 旧 样

复制 ，
全无改进 。 祁喷…… 因 道光帝 曾 下令各省修

筑仿造火轮船……提议从澳 门 雇 苋
‘

夷 匠
’

。 这可

一下子触动 了 他 （ 道光帝 ） 的神经 ， 宁可不要火轮船 ，



走进綠

也不能让这些危险的
‘

夷 匠
’

入境 ，
连忙下 旨 阻止

”

。

——茅 海建 《 天朝 的 崩 溃 》

学生通过阅读这三则材料得 出 ， 战前中 国对西

学的态度是轻视 ， 战时看到西方武器优于 中 国 ， 战

后依旧拒绝学习西学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对材料进

行补充说明 ， 乾隆时编成的 《 四库全书 》 收录 了传

教士的译著 ，但对于西方的天文 、数学 、工艺等以指

责的态度 ， 西方的科学技术在那时开始就被视为
“

奇技淫巧
”

。 鸦片战争时 ， 大臣琦善在天津主持

交涉时曾派人到英 国船上假交涉之名 去调查英 国

军备 ，觉得英国人船坚炮利远在 中 国之上 ， 对 比 中

国 的军事设备可笑之极 ， 但却没有提出
“

学
”

， 而是

以
“

抚
”

息事宁人 。 鸦片 战争结束后 ， 道光皇帝对

西学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 ， 依 旧保持着天朝心态 ，

盲 目塞听 。 教师再引导学生观察材料的 出处 ， 会发

现三则材料是统治阶级的态度 ，统治阶级接触外来

事物的机会远远比普通百姓要多 ，连统治阶级的思

想都如此闭塞 ，那在闭关锁国政策下的清朝百姓对

西方的认识就不言而喻 了 。 林则徐 、魏源等人 ， 他

们能在这保守 、封闭 的社会环境 中 ， 放下天朝 的架

子 ， 以冷静与务实 的态度看到与西方的差距 ， 并提

出
“

学
”

， 虽然只局限在买和防止西式兵器 ， 但在 当

时情况下 已有醒世的启迪作用 。 通过分析 ，学生对

于其
“

思想启迪的作用
”

就不难理解 了 。

三 、 运用 时空观念 ， 洞察历史发展趋势

姚晓岚老师认为
“

时空 观念具有三方面 的 价

值和意义 ： 让学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认识历史 ；

能在不同 的时空条件下对史事作 出 合理的解释 ；

能运用时空观念洞察历史趋势 ， 认清历史方位和

时代主题 ， 从而增强历史 自 觉性 。

”
［
３

］

素 养下 的 时

空观念要求学生要懂得把历史时间放在特定的时

空 中去认识和解释 ， 还要懂得用发展 的 、联系 的眼

光 ， 动态地 、全面地审视历史 ， 把问题放在历 史 的

发展过程 中去分析 ， 把握历史 的发展方 向 。 让学

生在对 比 联 系 中 进一 步 达 到
“

知 其 所 以 然
”

的

目 的 。

学生经过前面的学 习 ， 能够历史地看待抵抗

派 、洋务派 、维新派提出 向西方学习 主张的背景和

意义 ， 接下来是总结课文 ，让学生从 中洞察 中 国 向

西方学习 的发展趋势 ， 回归本课主题——
“

西学渐

进 ， 民智 渐开
”

。 教 师首先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

总结 中 国 向西方学习 的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与思想

解放的关系 。 学生不难得 出 中 国 向西方学习经历

了器物 、制度两个层次 ， 学 习 层面逐渐深人 ， 随着

学习层次的深入 ， 中 国人的思想也逐渐解放 ， 而思

想 的解放又促进 了 中 国人学习层面的深人 。 教师

补充 ， 思想的解放一方面体现在学 习 层次 的逐渐

深入 ， 另一方面体现在从提 出 主 张到将主张付诸

实践 。

“

师夷长技 以制夷
”

提 出 时 ， 仅寥寥可数的

几个人赞 同 ，

“

中 体西用
”

的提 出 ， 朝野有 了 一批

支持者 ， 并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 推动

中 国 的近代化发展 。 甲 午 中 日 战争后 ， 维新变法

成为朝野上下 的共识 。 在 向 西方学习 的道路上 ，

有保守势力 的 阻挠 ， 但也无法阻挡 中 国人走 出 封

建牢笼的历史潮流 。

教师再要求学生用发展与联系 的眼光思考 ： 中

国学习西方的器物 、制度 ， 都未能实现救亡 图存 的

目标 ，对比同一时代西方国家的发展 ， 联系 国情 ， 下

一步中 国应该怎么走 ？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得 出 ： 因

为我们的 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 ， 面临西方国家的侵

略 ， 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 但大多数 中 国人都不 了

解其中 的危害性 ， 多场救亡 图存运动缺乏群众基

础 ， 如维新变法 、辛亥革命。 这说明 了 中 国人的思

想没有完全解放 ， 必须要进行一场思想大解放 ， 因

此辛亥革命后 ， 中 国人开始 向西方学习 思想 ， 国人

的思想也会进一步得到解放 。

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特征 ，历史 的学习 必然会

涉及时空观念。

“

死记硬背
”

的
“

知其然
”

不是学好

历史的制胜法宝 ， 让学生懂得 回到历史现场 ， 站在

当时的 历 史 环境下去认识历史 ， 掌握
“

知 其所 以

然
”

的方法 ， 才是常胜之策 。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 中

要不断探讨时空观念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 当然历史

五大学科核心素养是相互交融的 ， 是相互联系 的整

体 ，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既要注重时空观念的培养 ，

也要注重其他核心素养的综合培养 。

［
１

］ 赵世瑜． 小 历 史与 大历 史 ：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 、

方 法与 实践 ［
Ｍ

］
？ 北 京 ： 生 活 ？ 读 书 ． 新 知 三

联书 店 ，
２００６

：
１ ０ ．

［
２

］ 陈旭麓 ． 中 国 近代 史十五讲 ［
Ｍ

］
． 北 京 ： 中 华 书

局 ，

２００８
：
１ １ ．

［
３

］ 姚晓岚 ． 时 空观念的 价值及其 实现 ［ Ｊ ］
． 中 学 历

史教学 ，
２０ １ ８

（
８

）
．

（ 作者地 址／广 东 省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第 一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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