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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视角提炼
“

课魂
”

的教学尝试
〇 曹 祺

历史课的
“

灵魂
”

是一节课的教学主 旨 ， 是统

摄历史知识的主线 ， 是涵养历史思维 的关键 ， 更

是汲取历史智慧 的锁钥 ， 赋予了历史课堂以澎湃

的生命力 。 正如李惠军老师所说 ，

“

历史课的灵

魂就是撬动历史认知 、历史思维和历史情意的阿

基米德支点
” ｍ

。

“

课魂
”

对于一节历史课而言至

关重要 ，但是提炼
“

课魂
”

并非一件如汤沃雪的事

情 ，需要历史教师具有相 当丰富 的学科教学知识

（
Ｐｅｄａ

ｇ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ｃｏｎ 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 简称
ＰＣＫ

） 。 根据

舒尔曼 （
Ｓｈｕ ｌｍａｎ

 ） 的研究 ， 学科教学知识是
“

用专

业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的综合去理解特定主

题的教学是如何组织 、呈现以适应学生不同兴趣

和能力 的
”

 ［
２

］

。 这种知识是专家型教师与新手型

教师的重要 区别 。 经验老到 的专家型教师总能

又快又好地建构
“

课魂
”

， 而新手型教师常常对此

感到束手无策 。 通过分析学科教学知识的构成 ，

我们可 以从中发现提炼
“

课魂
”

的主要视角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科克伦 （
Ｃｏｃ ｈ ｒａｎ

） 、德鲁特

（
Ｄ ｅＲｕ ｉ ｔｅｒ

） 和金 （
Ｋ ｉ ｎｇ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观

点 出发 ， 对学科教学知识 的概念进行较大 的修

正 ， 提 出 了 一个动 态 的 概念 ， 即 学科教学认知

（
Ｐｅｄａ

ｇ
ｏ
ｇ

ｉ ｃａ ｌＣ ｏｎ ｔｅｎ ｔＫｎｏｗ ｉ ｎ
ｇ ， 简称ＰＣＫｇ ） 。 在他

们看来 ， 学科教学认知包括 四个方面 的知识 ： 学

科内容知识 、教学法知识 、关于学生 的知识和教

育情境知识 。 科克伦等人更加强调后面两种知

识的重要性 。 他们认为关于学生的知识
“

主要包

括学生 的能力 和学习 策 略 、年龄和发展程度 、态

度 、动机以及他们对所学学科拥有的前概念
”

， 而

关于学习情境的知识
“

主要指教师对形成教与学

过程的社会 、政治 、 文化等外在环境 的理解
”

 ［
３

］

。

在提炼
“

课魂
”

的过程中 ， 主要涉及学科教学认知

的三种知识 ， 即学科 内 容知识 、关于学生 的知识

和教育情境知识 。 基于 以上三种知识 ， 笔者在提

炼
“

课魂
”

时找到 了 四个视角 ， 分别是课程标准与

教科书 、历史事实 、现实关怀 以 及学生群体 。 以

统编版 《 中 国历史 》 七年级下册
“

明 朝 的对外关

系
”

为例 ，从这四个视角尝试提炼
“

课魂
”

，取得了

不错的教学效果 。

一

、 在理解课程标准与 教科书 的

基础上提炼
“

课魂
”

“

明朝的对外关系
”

是统编版 《 中 国历史 》七

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 １ ５ 课的 内容 。 课程标准的

相关要求是
“

通过郑和下西洋 、 戚继光抗倭等史

事 ， 了解明朝的对外关系
”

。 从 内 容安排上看 ， 教

科书通过
“

郑和下西洋
” “

戚继光抗倭
” “

葡萄牙攫

取在澳门 的居住权
”

三个子 目 ， 从和平与 冲突两

个视角来描述明朝 的对外关系 。 明 朝前期 ， 我 国

是世界上最发达 的 国 家之一 。 郑和 的远航促进

了 中 国与亚非 国 家和地 区 的 相互 了 解和友好往

来 ，反映 了 中 外关 系 中 的 和平交往 。 明 朝 中 后

期 ， 国势 日 渐衰落 ， 倭寇猖獗 ， 形成
“

倭患
”

， 戚继

光领导了反侵略的抗倭斗争 ， 最终取得 了 胜利 。

然而中 国与外来侵略势力 的矛盾 日 益尖锐 ， 葡萄

牙殖民者攫取了 在我 国 广东澳 门 的居住权。 这

两者反映 了 中外关系 中 的暴力 冲突 。 明 代 中 国

对外关系的变化 ， 非常直观地反映了 国力强弱对

于对外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 结合时事热点 ， 引

入中 国外交天团 的相关报道 ， 可 以 引 导学生认识

到 中 国在外交舞 台上 的霸气源于我 国综合 国 力

的不断提升 。 因此 ， 笔者将本节课的
“

课魂
”

确定

为
“

国力影响之下的明朝对外关系
”

。

在与师父交流想法之后 ， 我对于这一节课的
“

灵魂
”

有 了全新 的认识 。 在 旧 的人教版初 中历

史教科书 中 ， 这一节课的标题是
“

中外 的交往和

冲突
”

。 在主体 内 容大致相 同 的前提下 ， 统编版

６３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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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没有沿用 以前的说法 ， 而是改成 了

“

明朝

的对外关系
”

。 后者似乎在启 发历史教师可 以从

不同的角 度来诠释这段历史 。 从郑和下西洋到

戚继光抗倭 ，再到葡萄牙殖 民者攫取在澳 门 的居

住权 ， 除 了交往模式的根本转型之外 ， 这三者之

间还存在着怎样的 内 在关联呢 ？ 这或许正是教

科书编写者希望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

二 、 在 理解历 史事 实 的 基础 上提

炼
“

课魂
”

通过专业阅读 ， 我发现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

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 。 明朝立 国之后 ， 倭寇和

敌对势力 不时侵扰东南沿海地区 。 明 朝统治者

在
“

重陆轻海
”

的传统观念影响下 ， 发布禁海令 ，

禁止民间 出海 ， 期望求得海疆安宁 。 为 了不切断

对外贸易 ， 明朝在厉行海禁 的 同时只允许保 留有

限制的官方朝贡贸易 ， 而郑和下西洋则将朝贡贸

易推向顶峰 。 因此 ， 虽然郑和下西洋是 中 国乃至

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但是它不仅没有 冲破海禁

政策的束缚 ， 反而成为海禁政策 的重要补充 。 对

于明王朝而言 ， 朝 贡贸易 的重点是朝贡 ， 而非 贸

易 ，期望用高额的经济利益换取海外各 国 的政治

臣服 。 所以 ， 明成祖派遣郑和 出使西洋的主要 目

的是
“

示 中 国 富强
”

。 这使得郑和 的远航耗费 了

国家的 巨 额财富 ， 成为劳 民伤财的弊政 ， 最终难

以为继 。 正如梁启 超先生在 《祖 国大航海家郑和

传》 中所说 ，

“

郑和 以后 ，竟无第二之郑和
”

。

我们看到 ，

一方面官方朝贡贸易在郑和下西

洋之后 日 益僵化 ， 走 向 衰弱 ； 另
一方面海禁政策

强行中止了正常的海外贸易 ， 使得走私贸易 日 渐

兴盛 。 浙江舟山 的双屿港就是当时典型 的走 私

基地 。 中 国 、 日 本 、 葡萄牙 的三方走私让双屿港

变得十分繁荣 ， 后世史家称之为
“

１ ６ 世纪 的 上

海
”

。 当明朝官员摧毁双屿港之后 ， 从事走私贸

易 的海商就成了海寇 。 在 明朝人眼 中 ， 这些人都

被视为
“

倭寇
”

， 其 中既有 中 国 的海商 ， 也有 日 本

的倭寇和葡萄牙的殖 民者 ， 当他们劫掠东南沿海

地区的 时候 ，

“

倭患
”

就形成 了 。 而且 ， 就在
“

倭

患
”

肆虐东南沿海 的 时候 ， 葡萄牙殖 民者利用谎

言和金钱攫取 了 在我 国 广东澳 门 的居住权 。 面

对严重的
“

倭患
”

， 明王朝派年轻的将领戚继光到

东南沿海抗倭 。 戚继光领导 的抗倭战争取得 了

胜利 ，使东南沿海 的
“

倭患
”

基本清除 。 然 而 ，

一

心报国 的戚继光和训练有素 的戚家军只 能救百

姓于水火之 中 ， 却无力扭转 国 家的政策 ，
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
“

倭患
”

。 解决
“

倭患
”

的关键是什么 ？

实际上 ， 当时 的一些 明朝人 已 经洞悉 了真相 。 明

朝官员谢杰在 《虔 台倭纂 》 中 指 出 ，

“

市通则寇转

而为商 ，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

［

４
］

。 说到底 ， 海禁政

策才是问题的症结 。 因此 ，从海禁政策 的角度 出

发 ， 可 以从整体上把握郑和下西洋 、 戚继光抗倭

与葡萄牙攫取在澳 门 的居住权三者之间 的 内 在

关联 。 基于上述考虑 ，笔者把本节课的
“

课魂
”

确

定为
“

海禁政策之下的明代中 国
”

。

三 、 在挖掘现实 关怀 的基础上提

炼
“

课魂
”

能否通过学习
“

明朝 的对外关系
”
一课 ， 为学

生理解 当今社会提供一些有用 的 历史认识呢 ？

将明朝的对外关 系置于世界历史发展 的潮 流之

中考察 ，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
１ ５
—

１ ６ 世纪 ，

人类历史开始出现世界性大航海活动 。

“

大航海

是征服海洋的过程 ， 也是 国 家与 国家 、 民族与 民

族发生交往关系 的过程
”

［
５

］

。 有意思 的是 ， 中 国

人与欧洲人先后从亚欧大陆 的东西两端 出发 ， 分

别进行了 向 海洋的大进军 。 在强大的 明帝 国 支

持下 ， 郑和 的船队配备 了世界上最大 、 最先进的

海船 ， 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 的使 团 ， 具有世界上

最先进的远洋航海技术 以及极为强大 的军事实

力 。 从 １ ４０５ 年到 １ ４３ ３ 年 ，郑和 的船队先后到达

亚洲和非洲的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最远达到红海

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 郑和下西洋 ， 时 间之长 ， 规

模之大 ， 堪称世界航海史上 的空前壮举 。 但是 ，

中 国的大航海活动在郑和之后就停止了 ，这 同时

标志着古代 中 国 海洋事业 的 由 盛转衰 。 多种 因

素共同扼杀了 明代 中 国 的大航海事业 ， 海禁政策

就是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 。

当明帝国退 出 印度洋多年 以后 ，从亚欧大陆

另一端 向 海洋进军的葡萄牙人来 了 。 与郑和下

西洋的和平之旅不 同 ， 葡萄牙殖 民者疯狂地进行

２０２３ 年 第 ２ 期 （ 总第 ５ ５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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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和扩张 。 在枪与炮的威力之下 ， 葡萄牙确立

了在印度洋的海上霸权 。 随后 ， 葡萄牙的侵略势

力到达了 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 ，参与到 日 渐兴盛的

走私贸易之中 。

“

随着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人在

１ ６ 世纪到达亚洲 ，东西方的经济圈就此接轨 。

一

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即将来临
”

［

６
］

。 在世界性的

大航海活动 中 ， 明帝 国 向 海洋跨 了一步又退 了 回

来 ，最终被迫卷人全球化贸易之 中 。 面对东南沿

海的 暗流涌 动 。 明政府不得不作 出 调 整 。
１ ５ ６７

年 ， 隆庆皇帝调整海外贸易政策 ，

“

准贩东 、西二

洋
”

，史称隆庆开海 。 尽管这是非常有限 的政策

调整 ， 但是明朝 的私人海上贸易合法 了 ，

“

倭患
”

得到 了真正的平息 。 更重要 的是 ， 隆庆开海
“

使

晚明时期 的 中 国 市场与世界市场顺利衔接并相

互促进
”

［
７

］

。 但这 只是 明帝 国 的被动反应 ， 而且

海禁政策此时 已 经持续 了近两百年了 。 通过 了

解明代中 国在世界性大航海活动 中 的强势进场 、

无奈退场与被动卷入 ，
可 以 引 导学生总结 出 面 向

海洋 ， 走 向海洋 的历史教训 ， 进而理解 习 近平总

书记提出 建设海洋强 国 的现实意义 。 因此 ， 笔者

将本节课的
“

课魂
”

提炼为
“

世界性大航海之中 的

明代中 国
”

。

四 、在掌握学情的基础上提炼
“

课魂
”

师父提醒我在提炼
“

课魂
”

的过程 中要眼里

有
“

历史
”

，更要 目 中有
“

学生
”

。 郑和与戚继光是

著名 的历史人物 ， 对于七年级学生而言 ， 郑和下

西洋和戚继光抗倭的历史故事耳熟能详 。 但是 ，

他们对于郑和下西洋 的 目 的 、条件 、过程和影 响

缺乏全面 的认识 ， 尤其是不清楚郑和下西洋 、 戚

继光抗倭与葡萄牙攫取在澳 门 的 居住权三者之

间 的 内在关联 ， 更不能从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视

角下认
：

识明朝 的对外关系 。 因此 ， 将明 朝 的对外

关系置于世界历史发展 的潮流之中考察 ， 可 以让

学生对于已经熟悉的史实产生新的认识 ， 引导他

们从明帝 国 向海洋跨 了一步又退 了 回来 的过程

中认识到建设海洋强 国 的现实价值。 为 了 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笔者采用探究性 问题的形式

来表征这节课的
“

灵魂
”

，从而创设具有认知 冲突

的问题情境 。 基于前文对于学科知识 、教育情境

和学情的分析 ， 笔者将本节课的
“

课魂
”

确 定为
“

明帝国既然 已 经创造 出海上奇迹 ， 为什么退 出

了 世界性大航海 的舞 台 ？

”

从教学 的效果来看 ，

“

课魂
”

的 问题化表达有助于引 导学生走人历史

情境 ， 帮助他们在运用史料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理

清史实的关联 ，实现深度学习 。

除了注意学生 的前拥理解之外 ， 还要关注他

们在学习过程 中 可能会 出 现的 困惑和误解 。 这

种预判是教学经验的集 中 表现 ， 但 因 为它是
“

缄

默的知识
”

， 所以往往被我们忽视 。 七年级学生

的历史思维能力还 比较薄弱 ， 他们很容易在思维

的浅表层上思考
“

课魂
”

。 这就可能造成两个方

面的问题。

一■ 是站在
“

后来人
”

的 角 度去苛责古

人 。 在部分学生看来 ， 明帝 国之所以退 出世界性

大航海的舞台 ， 是因 为
“

朱元璋太笨 了
”

， 又或是

因为
“

朱棣死要面子活受罪
”

。 这些学生倾向 于

将历史功过简单地归 因 于个人 ， 而不是从国家政

策的角度深人思考 。 二是站在
“

欧洲人
”

的立场

上小看 中 国 。 这些学生只 看到 了 当时欧洲海权

的扩张和 中 国海权的积弱 ， 没有注意到两者经济

形态存在的 巨大差异 ， 所以 他们不是从欣赏前者

的角度去反思后者 ， 而是简单地用前者去否定后

者 。 所以 ， 他们就很有可能失去对本 国历史应有

的
“

温情
”

与
“

敬意
”

。 为 了解决学生可能 出现的

困惑 ， 笔者进一步调整 了 本节课的
“

课魂
”

， 将探

究性问题修改为
“

海洋政策如何影响着 明帝国在

世界性大航海活动 中 的进场与退场 ？ 

”

相较而言 ，

这个
“

课魂
”

有效避免 了部分学生可能会出 现的

误解 ， 因而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

“

历史课堂无
‘

魂
’

不立
”

［
８

］

。 在进行教学设

计时 ，提炼
“

课魂
”

是首要 的 。 课程标准与教科书

的视角提醒我们可 以从学习 目 标和学习 内 容 中

提炼出
“

课魂
”

， 而对于历史事实的理解则是将历

史教师的视界和心界融人
“

课魂
”

之 中 ， 进一步加

工
“

课魂
”

。 现实关怀的视角将我们对于
“

课魂
”

的思考引 向家国情怀素养教育 ， 让古人的故事更

好地滋养新时代 的追梦人 。 当 然 ， 同 样重要 的

是 ， 我们对于
“

课魂
”

的追寻始终应该坚守学生立

场 ， 否则
“

课魂
”

必然无
“

魂
”

可言 。 事实上 ， 学生

立场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
“

课魂
”

能否在课堂

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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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 《 中倾４懸 》鼠点认识与心得

〇 邵新忠

执教 《 中外历 史纲要 》 已经两年有余 ， 经历过

初识的 困 惑 ， 也经历过深人学习 的惊奇 ， 更经历

过如何复习 的重重迷雾 ， 有几点认识与心得和大

家一起分享 ，希望能有所帮助 。

一

、 研读课标 ， 灵活整合教材 ， 解

决重难点

《 中 外历 史 纲要 （ 上 ） 》 共有 １ ０ 个单元 ２ ９

课 ， 加上活动课 ， 总共 ３ ０ 课的 内容 。 按照新高一

的课时安排 ， 历史课少 ， 但教科书 内容多 。 如何

解决内容多课时少 的 问题 ， 这是执教统编教科

书 《 中外历史纲要 》 的过程 中一线教师共同要面

对的问题 。 《 中外历史纲要 》 刚 刚实施不 久 ，

一

线教师 ， 也包括我 自 己 也很 困 惑 ， 实践 中要完成

一节课都在两课时左右 。 听 了许多名 师和专家

的智慧解读后 ， 我豁然开朗 ： 《 中外历史纲要 》是

纲 ， 是统领 ， 是指导 ， 我们需要从纲入手整合教

科书 。

首先 ， 纲 目 整合 。 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第

一单元
“

古代文明 的产生和发展
”

由两课时构成 。

如果按部就班讲述教科书 内容 ， 显然是完不成教

学任务 的 ， 但是只 要稍微对这一单元 的 纲 目 整

合 ，教学就会变得很轻松 。

其次 ， 单元整合 。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十

个单元 中前 四个单元可归结为一个纲 目
——中

国古代史 ， 第五单元到第八单元可 归结为 中 国

近代史 ， 第九和第 十两个单元归 结为 中华人 民

共和 国史 （ 中 国 现 当代史 ） 。 即将 《 中外历史纲

要 （ 上 ） 》分为 中 国 古代史 、 中 国近代史 、 中 国现

当代史三部分 。 对单元进行整合要遵循单元的

核心要义 ， 以单元关键要 目 为基准 ， 这样 的整合

才是科学的 。

再次 ，课时整合 。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 ３

课
“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

与第 ４ 课
“

西

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 国家的巩固
”

这两

课 ，从王朝 的建立和巩 固来看有许多共性 ， 故这

上落地 ， 能否在师生 中生根 。 这 四个视角 为历史

教师提炼
“

课魂
”

提供 了基本的思考框架 和认知

地图 ， 同时也可以作为评价
“

课魂
”

的切人点 。 当

然 ， 如何更好地提炼
“

课魂
”

以 及如何提炼更好的
“

课魂
”

，仍需要更多的实践探索 。

［
１

］ 李 惠 军 ． 灵魂的 追 问 （
１

） ： 历 史教 师 的 视界 、

心界与 历 史教学 的境界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５

（
２

） ：
１ ５ ．

［
２

］Ｓｈｕｌｍａｎ
，Ｌ ．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

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 ：Ｆｏｕｎ

？

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ｆｏｒｍ
［ Ｊ ］

．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Ｒｅｖ ｉ ｅｗ
， １ ９８７

，５ ７ （
ｌ

ｊ ：
１－ ２２ ．

［
３

］ 冯 茁 ，
曲铁华？ 从 ＰＣＫ 到 ＰＣＫ

ｇ ： 教师 专 业发展

的新转向 ［ Ｊ ］
． 外 国教育研究 ，

２００６
（

１ ２
） ：

６０ ．

６６

［
４

］ 谢杰 ． 虔 台 倭纂 ［
Ｍ

］
／／ 卜 宪群总撰稿 ？ 中 国通

史 ： 明 清 ． 北京 ： 华夏 出 版社
；
合肥 ： 安徽教育

出版社 ，
２０ １７

：
１ ０３ ．

［
５

］ 南 炳 文 ． 关 于 １ ５
—

１ ６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 几

点 浅见 ：
纪念郑和远航开始 ６００ 周 年 ［ Ｊ ］

． 吉

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
２００４

（
６

） ：
６５ ．

［
６

］ 卜 宪群． 中 国通史 ： 明 清 ［
Ｍ

］
？ 北京 ： 华夏 出 版

社
；
合肥 ： 安徽教育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
４７ ．

［
７

］ 陈 尚胜 ． 隆庆开海 ： 明 朝海外 贸 易政策的重大

变革 ［ Ｊ ］
． 人民论坛 ，

２０ １ ８
（
３０

） ：
１ ４４ ．

［
８

］ 周 明 ． 以
“

课魂
”

领航历 史教 学 的 几 点 思 考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４
（
３

） ：
３２ ．

（ 作 者 地 址／江 苏 省 昆 山 市 花 桥 集 善 中 学 ，

２ １ ５ ３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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