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学 参 考

栏 目 主持人／李伟科
＼ 人教走廊

【 人教走？ ？ 幵栏诨 】 我们生活的世界 ， 纵看是 历史 ， 横看是社会 。 故历 史敎

育
，
实即服 务于我们生活与人生的敎育 。 人民敎育 出版社历史室 与本刊编辑部合办的

专栏
＂

人 敎走廊
”

，
亦 即

＂

借助历史进行人生敎育的走廊
”

，
旨在围 绕人敎版历史敎

科书
，

用 全新的 理念 、 开 阔 的视野 、 鲜活的思想 、 有效的办法 ， 来解析内 容 、 设计敎

学
、
实 施课程 、

反思敎学 、 评估学 习……
＂

人敎走 廊
”

应是 多 姿 多彩 的
，
编

、
读 、

敎 、
学诸 方同 仁 ，

漫步 其 中
，

撰稿参与 ，
阅读 思考

，

交涑协商
，

互动 互助
，
广 益敎

学 ， 对理解历史、 感悟人生、 服务生活发生积极作用 ， 乃专栏之最大愿望矣 。

ＳｆＣ麗 导 入１ ３Ｅ黑
——

以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为例

？ 盛 刚

新课导入是教师课堂教学活动 的开端 ， 是整个

教学活动能否顺利推进并最终实现教学 目标 的关

键环节 。 教师要牢 固树立
“

博观而约 取
”

的资源 意

识 、

“

深人而浅出
”

的学情意识和
“

千锤而百炼
”

的反

思意识 ，在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 的引 领下 ，
结合课程

标准 、考试大纲 、 学情和教 师个人特点 ， 深入思考 ，

精心设计出切合学生的导人环节。

一场持续六年的反思之旅

追忆一段
“

刻骨铭心
”

的教学往事 ：

时间 ：
２０ １ １ 年 ９ 月 ２ ３ 曰 （ 星期五 ）

上午 第 ２ 节

课
；
地点 ： 六安 中 学 高二 （ ４ ） 班 教 室

；
授课教师 ： 盛

刚
；
学 习课题 ：

“

文 艺复兴和 宗教改革
”

； 课型 ： 新授

课
；

观课人 员 ： 高二 （
４

）班全体学 生 与 六安 中 学历 史

组全体教师 。

［ 导入新课环节 ］

同 学们 ，

上节课我们 学 习 了
“

西 方 人文主义思

想的起源
”

。 请大 家 回 忆一 下
，
教科 书 一共介绍 了

几位西方 先哲 ？ （ 学 生 回答 ）他们 的 姓名 和主要思

想主张是什 么 ？ （ 学 生 回答 ） 你能说说这些 思想主

张之 间 的联 系吗 ？ （ 学生无语 ，
教师 自 答 ）

老先生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 ， 让我 当时顿感无

地 自 容 ；但也深深地激励 了我
，
让我从那时起 ，

开始

关注 自 己 教学 中 的 每一个 细节 ， 精心思考每一次
“

导课
”

，至少努力做到让 自 己满意 ！

２０ １ ４ 年
，笔者再次执教本课时的

“

导人
”

：

同 学们 ， 请仔细观 察下 列 两 幅 图 片
，
用 一 个词

概括 出你对 １ ５ 世纪 （ 相 当 于 中 国 明 朝 ） 时意 大利佛

罗伦 萨 的 第
一

印 象 ？ （ 学生 回答
“

密集
” “

繁华
”

等 ）

六安市淠河沿岸风光 （ ２ ０ １ ４年 ） １ ５世纪 的佛 罗伦 萨

著名特级教师于漪 曾说过 ：

“

课 的 开始好 比提

琴家上弦 ， 歌唱家定调 ，
第一音定准 了

， 就为演奏和

歌唱奠定 了基础 。 上课也如此 ，课的第一棰要敲在

学生的心灵上 ，激发他们思维的火花 ，像磁石
一

样

把学生牢牢吸引住 。

”
 ［

１

１

可见 ，新课导入至关重要 ！

课后 ，

一位观课教师说 ：

“

盛老 师
，
真没有想 到

，

你居然用 这样一 种老套的
‘

提 问 旧 知
’

的 方 式来导

入新课 。 要知道 ，

‘

导课
’

是能否将 学生
‘

带进
’

课 堂

的 关键环节
，

一定要精心 思考
，
仔 细揣摩

，
千 万不 可

敷衍 了 事 ！

”

一次精心策划的资料收集

在常规教学中 ， 我们该如何锤炼一把属于 自 己

且学生喜欢的
“

锤子
”

呢？ 笔者认为 ， 阅读是唯一的

路径。 何成刚 、沈为慧老师指 出 ：

“

要实现高质量的

史学阅读 ，应聚焦三个关键词 ：

一是核心阅读 ，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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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 ，
三是 比较 阅读。

”

其 中
，
核心 阅读主要指

聚焦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 ，
以及权威出版社或专业

研究人员的研究著作的定向 阅读 ； 群文阅读则强 调

围绕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广泛式阅读 ；
比较 阅读主

要是基于史观或史识的甄别性阅读。 他们 也给 中

学历史教师提 出了 指导性的建议 ：

“

第
一

步 ，确定教

学内容 ；第二步
，研读课程标准 和历史教科书 ；第三

步
，
开展史学阅读 ，

了解研究概 况 ， 获得主要史学认

识 ；第 四步 ，
基于课程标准 、历史教科书和学情 ， 确

定基本教学认识 、 教学立意 ，
设计教 学 目标 ；第五

步 ，设计史料研习 活 动 。 依据教学立意 和教学 目

标
，
以及史学阅读中搜集 、 整理的关键史料 ，设计逐

步递进 、符合逻辑的 问题链 ， 围绕核心 问题 ，提供合

适 、典型的 史料 ，
必要 时辅之以 教师讲授重要的历

史知识。

”
 ［

２
］ 根据何成刚和 沈为慧老师 的具体指导

建议 ，笔者结合 自 己 的理解 ，
基于我校 学生的总体

学习情况 ，做了以下准备工作 。

第
一

步 ， 确定教学内容为
“

人教版必修 ３ 第 ６ 课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一课的新课导人
”

。

第二步 ，课程标准对该课的要求是 ：

“

知道薄伽

丘等人的主要作品 和马丁 ？ 路德等人的 主要思想 ，

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 革时期人文 主义的含义。

”

教科书正文系统由
“

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萌芽
” “

文艺

复兴
”

和
“

宗教改革
”

三个子 目构成
，
辅助系统为

“

导

言
” “

教学插图
”

７ 幅 ，

“

历史纵横
”“

学思之窗
” “

资料

回放
”

和
“

模块链接
”

各 １ 则等 ， 内 容丰富且 图文并

茂 ，
可资选取的空间较广 。

第三步 ，按照
“

由近及远
”

的原则展开阅读。 先

“

近
”

读 ：

一方面 ， 仔细阅读本课教科书正文和辅助

系统所有图文信息 ，
再拓展至必修 ３ 第一 、第二单元

其他课题正 文部分主要 内 容 ，
寻找合适 的

“

导人 突

破 口
”

。 另
一方面

，
精心阅读 《 教师教学用 书 》该课

“

教学 目标
”“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 “

教学设计与案

例
” “

问题解答
”

和
“

资料与注释
”

，
探寻适合学情的

导人方案 。

第四步 ，确定教学方案 。 结合
“

近
”

读 ， 初步拟

订导人备选方案 ： （
１ ）群像式导入 。 多媒体展示

“

意

大利文学三杰
” “

美术三杰
”

及
“

西欧三大宗教 改革

家
”

头像及生卒年等信息 ， 让学生初步形成对本课

学习 内容的群体性感性认识 ，从而进 人新课学习 。

（ ２ ） 对比式导人。 以 《雅典学院 》为主
，
对 比第 １ 课

《孔子讲学图 》或第 ２ 课 《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

学图 》或 《六安 中学某班历史课学 习视频截 图 》
，联

系古今 ，关联 中 西 ， 在 释读 教学场景 中 引 人教学 。

（
３

） 聚焦式导入。 重点引导学生解读《雅典学院》 ，

通过对画面信息的分析 与释读 ，
形成认知 困 惑

，
以

解惑为线索展开新课学习 。

经过 比 较 甄别 ， 笔者 拟选定
“

聚焦 式导 入方

案
”

。 因为该设计切人点小覆盖面大 ， 且靠近学生

“

最近发展区
”

，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 赵剑峰老

师在 《 高三复 习 课更应注重教学 目 标的设计与达

成——以 〈美 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

一课为例 》
一文指

出 ：

“

可以通过
‘

问题单
’

了解学情 ： 课前预习 时 ，
要

求每位学生 自主提出 三个以上有 困惑的问题 ， 提交

个人问题单 ；小组讨论 ， 形成本课小组问题单 ；课代

表汇总后交给任课教师 ； 任课教师再结合课程标

准 、考试大纲的要求及 个人 的教学经验 ， 形成本课

的教学 目标 ； 在教学 目 标的指导下选取史料
，
设计

问题
，
直接指 向学生困 惑问题 的解决 。

”
［

３
１按赵老师

提供的教学操作思路 ， 笔者经初 步调查得 知 ： 学生

对该插图 中穿越时空的
“

错搭
”

深感疑惑 ， 能激起学

生强烈的探究欲望 。

第五步 ，

“

远
”

读 ，设计史料研习活动。 第一 ，核

心阅读。 主要阅读相关专著和权威备课指导用书 。

专著有 ：
王斯德主编 《世界通史 第一编 前工业

文明与地域性历史 ： １ ５００ 年以前的世界》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版 ） ；备课指导用 书为任世江著

《高 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６ 年版 ） 。 无论从编著者 、 出版社

，
还是出 版

时间 ，该阅读都堪称
“

核心
”

。 第二 ， 群文阅 读。 在
“

中 国 知 网
” “

标题
”

栏依次输 入
“

导人新课历史
”

“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和
“

雅典学院
”

，
查询结果分

别为
“

７２ 篇
” “

２９ 篇
”

和
“

２ １ 篇
”

， 在短时间 内 阅读

１ ２２ 篇相关论文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笔者根据标题

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契合度 、刊载期刊和作者历史发

表文章所反映的研究方向 与影 响力 ， 并结合 自 己的

阅读感悟 ，筛选出必读文章 ２ １ 篇。 阅读中选取与本

导人有关联 的篇 目
，
做阅读摘要 ，

以 备教学之需 。

其中 ，金华老 师从
“ ‘

画
’

面一－拉斐 尔 和 《雅典学

院 》

” “ ‘

画
’

里——人文主义 和宗教神学
”

和
“

‘

画
’

外——文艺复兴的另
一

面
” ［

４
］

三个视 角 ，详细释读

了 《雅典学院 》 的丰富内涵 ，
以

“

画
”

为主线设计本课

教学
，
对我启示较大。 第三 ， 比较阅读 。 就

“

雅典学

院
”

中学生的认知困惑 ，笔者除了解该画作概况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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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特意选取 了 《艺术永远追求崇高 的理性精神
——

重读拉斐尔 〈雅典学院 〉 》
［ ５ ］

《艺术与科学的渗透与

交融——评拉斐尔 的壁 画 〈 雅典学院 〉 》
［
６

］

和 《拉斐

尔和 〈雅典学院＞ 》
ｍ 这三篇有关

“

雅典学院
”

的研究

性文章 ， 试图从美术专业和学术研究 的视角 深化对

其的理解 ，
以方便展开教学 。

通过上述五个步骤 ，
笔者初步整理 出有关本课

“

导人
”

的基本资料 ，
也初步摸索出 中学历史教学 中

阅读的基本路径 。 打磨 的过程虽然艰辛 、烦琐 ， 个

中收获的却是满满 的幸福 ： 作为教 师 ， 能 主动地对

一

个看似简单的
“

导入
”

有如此充分的思考与实践 ，

能对教科书 中
一

幅看似简单的
“

插 图
”

有 比较深入

的 了解与思考 ，确实 能体会到
一种前所未有 的充实

感 ！ 我认为这种充实感便是
“

幸福
”

。

一个凝聚素养 的新课导入

王成军老 师指 出 ：

“

导课是 中学教学 的一个重

要环节 。 其实 ，从教学本身来看 ，
导课的突 出效用

有两个 ：其一 ， 从形式 、
内容来看

，
其使命是要承上

启下 ，将上节课的 内容 同 这一节课的 内 容联结起

来 ；其二 ，从教学的 目 的来看 ，导课就是搭建
一个历

史知识贯通的桥梁 ， 以 凸显历史知识的连续性。 因

此 ，不管从教学实践或从教 学的理论来看 ， 这一桥

梁的搭建对于保证学生获取历史知识 ， 以保证好的

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

” ［
８

１

可见
，
导课既是

有机联系学生
“

旧知
”

与
“

新知
”

的桥梁 ，
又是联结教

科书
“

前文
”“

本课
”

与
“

后 文
”

的 桥梁 ，我们 的新课

导入只有在
“

学生的知识系统
”

和
“

教科书知识系

统
”

中有效
“

搭建
”

，
方可称之为有意义。 具体来说 ：

１ ． 紧扣
“

学情
”

，
层层释疑

教师根据学情调查中 的
“

问题清单
”

，
展示

“

雅

典学院
”

图片 ，并设问 ：

雅典学 院

在阅读教科 书 中 《雅典 学 院 》 的 文 字介 绍过程

中 ，我们不 禁要 问 ：这幅世界 名 画 是谁在什 么 时 间

绘制的 ？ 画 中 的
“

许 多雅典先 贤
”

和
“
一 些 当 时的人

物
”

分别是谁？

查阅资料 ，
我们得知 ： 该画是意大利 著名 画 家

拉斐尔于 １ ５０９ 年至 １ ５ １ １ 年创作 ，
以公元前 ４ 世纪

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举办雅典学院的逸事为题

材 ，
通过追忆那个高度理想 的黄金 时代 ，

借以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与它的渊源关系和对它的崇尚之情。

该画场面宏大
，
人物众多

，
共有 １ １ 群组 ５７ 个人 ［

５
］

。

画面中间左边是柏拉 图 ， 右边是亚里 士多德 ， 还有

苏格拉底 、赫拉克利特 、狄 奥吉尼斯 、 毕达哥拉斯 、

阿维罗伊 、阿基米德 、索多马和拉斐尔本人。

２ ． 简化
“

场景
”

，素养生成

基于 《雅典学院 》 复杂 的场景 ， 在有 限的课堂
“

导人
”

时间里 ，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画面中 的所有

人物
一一

罗列并讲述清楚 。 徐蓝教授指 出 ：

“

核心

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教育过程 中 ，
逐步形成

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

和关键能力 。

”

它
“

包括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 、
史料实

证 、历史解释和家 国情怀
”

［
９

］

。 历 史学科核心 素养

是当下历史教育的热词 ，是我们中 学教师必须知晓

且亟须践行的 。 我们知道 ，导人环节不可能承载太

多的
“

素养
”

落实重任
，
笔者仅以

“

时空观念
”

的落实

为基本 目标设计之。

时空观念是了解和理解历史 的基础
，
是认识历

史所必备的重要观念 ，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 和空 间

联系 中对事物进行观察、 分 析的 意识和思维方式。

任何历史事件
，
都发生在具体的时间 和空间范围内 。

教师多媒体展示放大的
“

雅典学院
”

插图 ， 指 出

“

１ ４
”

和
“

１ ９
”

为
“

柏拉图
”

和
“

拉斐尔
”

，制作时间轴 ，

将两者置于轴中 ， 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

柏拉 图拉斐尔
（ 公元前４２ ７

—前 ３４７年 ） （ １ ４８ ３
—

１ ５２ ０年 ）

２０ １ ７ 年 第 丨 ０ 期
（ 总 第 ４２ １ 期

）
卜
——



ｘ敖走
惠丈 教 学 参 考

生活在 １ ５
—

１ ６ 世纪的 拉斐 尔 为 什 么 要
“

不 辞

辛劳
”

地 穿越 １ ８００ 年的 时 间 与 柏拉 图
“

隔空
”

对话 ？

这 １ ８００ 年 ， 欧洲 到底发生 了 什么 ？ 拉斐 尔所描 述的

“

人文主义
”

是 那 个遥 远 时代 的
“

元人文主义
”

吗 ？

二者之 间 到 底有哪 些 千 丝万缕 的联 系 呢 ？ 带 着这

些思考 ， 我们进入今天 的新 课 学 习 。 （ 多媒体展示

课题名 称 ）

３ ． 教后反思 ，
回应追问

新课导人是个历久 弥新 、 见仁见智 的 教学话

题。 笔者反思本次教学设计 ， 亦存在诸多疑惑 ： 其

一

，
以

“

图
”

为主的教学资源选取是否恰当 ？ 因 为不

同的时代人们对图 的理解千差万别 ， 即使同一时代

也会因人而异。 我们是否
“

误读
”

了 拉斐尔？ 其二 ，

“

人文主义思想
”

与
“

人文主义
”

在 内涵上到底有哪

些差异 ？ 二者之间到底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

这样的问题设计是否超越了学生的认知水准 ， 等等 。

在常规教学 中 ，我们如何才能让
“

新课导入
”

既

像
“

锤子
”

， 能轻柔地敲在学 生的 心坎上 ， 激发学生

的学习 兴趣 ？ 又像
“

桥梁
”

，
可 以深度联结学生的知

识与教材知识 、学生 的现实生活与历 史 、学 生的能

力与素养并指引学生未来的人生？

第
一

，
树立

“

博 观而 约 取
”

的 资 源 意识 。

“

博

观
”

， 主要指教师的阅读面
一

定 要广 ， 不仅阅读教科

书 、教学参考书 、历史专业著作和教育教学期刊 ，还

要涉猎教育学 、心理学 、课程与教学论 ， 甚至其他学

科相关知识和教育教学方法与技能等 。

“

约取
”

，指

具体到教学实践层面 ， 教师要 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的引领下 ， 根据 课程标准 、考试大纲和学情 ，结合 自

己的教育教学实践选取合适的教学资源 ，在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 的 前提下彰显个性风格地为我所用。

“

博观
”

是前提和基础 ，

“

约取
”

是方法和路径 ，发展

学生能力和提升师生素养是根本 目的 。

第二 ，践行
“

深人而浅 出
”

的学情意识。 新课改

强调
“

学生 中心
”

，具体到教学实践中 ，

“

学情
”

是一

切教学行为 的 出发点 和依 据 。 每 一个教学环节都

要紧扣学情 ，
新课教学前 、 单元小结前 、学 期结束

前 、学生毕业前 ，
我们 所有 的有意 或无意的教学行

为都要紧贴
“

地面
”

，教师只有俯下身子实现与学生

的深度对话 ，
才能摸索 到学生 的真实位置 ，

真正实

现把
“

学生带到理想 的地方去
”

的教育 教学 目 标。

“

深人
”

强调调研的面 ，

“

浅 出
”

强 调落实的点 ，
只有

点面结合
，
才能完善教学。

第三 ，落实
“

千锤而百炼
”

的反思意识。 反思促

成长是每位教师都 明 白 的道理
，
但在实 际的教学行

动中 ， 其落实的程度却不尽如人意。 我们要经常 自

问 ：
与过去 比 ，我进 步了 多少 ？ 与别人 比 ， 我 的短板

在哪里 ？ 作为中学历史教师 ，我们还应该多从学生

的 角度反思 我们的教学 ， 反思 我们 的评价 ， 反思我

们
“
一厢情愿

”

的教学模式和
“

津津乐道
”

的考评机

制 。 我们
“

突 出
”

了 的 教学重点 ， 学生真的掌 握 了

吗 ？ 我们
“

突破
”

了的教学难点 ， 学生真的理解并接

受了吗 ？ 我们
“

精心
”

设计的 问题 ， 真的能够考查学

生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吗 ？ 我们
“

倾心
”

命制 的试

题
，
真的能够考查学生 的能力并区分出学生的层次

吗 ？ 我们的种种教学创新 ，学生真的喜欢吗 ？
［

１°
］

事关教学无小事 。 哪怕是
一个小小的

“

导人
”

，

我们都要戮力
“

深思
”

。 作为教师 ， 我们要在
“

历史

学科核心素 养
”

的 引领下 ，切 实提升 自 我 的学科素

养 ，牢固树立
“

博观而约取
”

的资源意识 ，

“

深人而浅

出
”

的学情意识和
“

千锤而百炼
”

的反思意识 ，
以 自

己的
“

言
”

和
“

行
”

影响我们的学生 ，切实促进他们的

健康成长 。

［
１

］
于漪 ． 于漪语文教育论集 ［ Ｍ ］

． 北 京 ：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５６０ ．

［ ２
］
何成刚 ，

沈 为 慧 ． 史学 阅读 与 史料教 学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〇 １ ６

（
１ １

）
．

［３ ］ 赵剑峰． 高三复 习课 更应 注重教学 目 标 的 设计

与达成——以 《 美 国 联邦政府的 建 立》
一课 为

例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７ （ ３ ）
．

［ ４ ］ 金华． 多 维视 角 ： 在质疑与 思辨 中探寻历 史的真

相——以
“

穿越时 空的 《雅典 学 院 》

”

为 例 ［ Ｊ ］ ？

历 史教 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５ （ ６ ）

．

［ ５ ］ 王仲 ？ 艺 术永远追求崇 高 的理性精神——重读

拉斐 尔 《雅典学 院》 ［ Ｊ Ｌ 美术 ，
２００３ （ ２ ）

．

［６ ］ 彭艳 ． 艺 术与科 学 的渗透与 交融——评拉 斐 尔

的壁画 《雅典学 院》 ［ Ｊ ］ ． 美术大观
，

２０ １ １
（

１ ２
）

．

［ ７ ］ 泽 义 ？ 拉斐 尔 和《雅典 学院 》 ［ Ｊ ］
． 绥化师专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１ ９ ８５

（
２

）
．

［ ８ ］ 王成军 ． 中 学 生 历 史思维 的培养从导课说

起 ［ Ｊ ］
＿ 中 学历 史教学 参考 ，

２０ １ ７ （ １ ）
．

［ ９ ］ 徐蓝 ． 谈谈研制 高 中历 史课程标 准 的 一些 体会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６ （ １ ２ ）

．

［ １ ０ ］ 盛 刚
，
赵 剑峰 ． ２０ １ ６ 年 高 考全 国 卷 Ｉ 学 生评

［ Ｊ ］ ． 中 学历 史教学参考
，

２０ １ ６
（
７

）
．

（作者 地址／安 徽省 六 安 中 学
，

２ ３７ １ ６ １
）

１ ９

Ｈ２０ １ ７ 年 第 １ ０ 期
（
总第 ４２ １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