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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实践

初中历史史料研读活动课的设计与思考

□ 宋 薇

【摘 要 】 史料研读 活 动在提 高学 生 的历史 学科 素养 中 有重要 意 义 。 这需 要整合教材 ，
设计史料研读 活

动 专题 ，
拓展课 堂思 维活 动 空 间

； 需 要适 时进行 阅读指 导 ， 增 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 需 要设计好 学 习 成果

呈现 与 交 流分享 的方 式 ， 在筹备演讲 资料 的过程 中提升史料处理 能 力 。 阅读过程 中 ，

“

意 义建 构
”

的过

程就是 历史 学科 素养提升 的过程 。

【 关 键 词 】 初 中 史料研读活 动课 ； 设计 ；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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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学生普遍对历史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
他们在课堂演讲

”

活动 。

堂上会踊跃地叙述生动的历史故事 、 详细的数据和事件细＿

节 ，
时常会 冒出新奇却又令人惊叹的職和反问

，
在讨论整 口教材 ，

设计史料研读活动专题 ，
拓展课至思

维活动空间
和争执时一张张认真而严肃的小脸放射出

“

不得真理誓不

妥协
”

的思辨精神 ，
真是让人感动和欣喜 ！ 那么 ，

如何在在初一下学期
，
笔者为全年级设计了

“

史苑撷英 ？历史

初中历史课堂上设计出有价值 、 有深度且又能结合学生认论文论著专题阅读 ． 学生课堂演讲
”

活动 。 在初二上学期 ，

知能力 的史料研读活动 ，
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素为全年级设计了

“

史海钩沉 ． 历史一手史料专题 阅读 ？ 学生

养呢？课堂演讲
”

活动 。 学生分组分专题进行课堂或课下的指定

初
一

第
一学期结束时 ，

全年级开展了
“

拓展历史学科史料研读 ， 史料由 教师指定 （篇 目 、 数量 ） ； 然后学生制作

技能 ：
学会用方格放大法绘制地图——丝绸之路

”

的活ＰＰＴ进行课堂演讲
，
演讲频率为每周 １ 次 ，

演讲时间 为课

动 。 学生在课堂上经教师教授 ，
学会了科学地放大绘制上 ８ 分钟 （

可在课前或课中进行
，
视演讲内容与教学进度

地 图的基本功 。 在寒假期 间 ，
学生用 Ａ３ 纸完成 了 自 己的关系而定 ） 。 学生

“

阅读 ？演讲
”

活动的专题进度配合初

的作品 ，
尺寸准确 、 颜色美观 、 制作精良 ，

优秀作品在年一下学期的教学内容进度 。

级走廊各班 的墙报 中展 出
， 成绩同时汇人学期末学生 的由 教师帮助学生整合教材中的重要章节内容 ，

设计 了

“

平 日成绩
”
一栏 。 学生很踊跃地参与 了本次活动 ，

完成的有一定难度挑战的专题 ， 有效拓展课堂思维空间 （专题 内

作品效果也不错 。 初
一下学期起 ，

开启
“

专题阅读 ？学生课容见表 １
、 表 ２

）
。

本 氺 木 木 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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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 习 资源应用过程 中 ，
有些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

，
但如

果老师指导学生围绕 自 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人 的拓展阅参考文献 ：

读或讨论 ， 其实是延展了实践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 ［
１
］ 王维 臣 ．教学与课程导论

［
Ｍ

］
．上海 ：上海教育 出版社

，
Ｉ＂９ ．

历史学科是一 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 。 思考历史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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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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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麦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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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么加利译 ．理

须具有广博的知识 、 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一定的学科理论素解 力培养与课程设计 ：

一种教学 和评价 的新实践間 ．北京 ： 中国轻工业

养
，
还要有

“

开 阔的视野
、
活跃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敏锐ｍ

的洞察力 ， 剛搜有较麻補语言文字能力
”

，
才雛确

，＿新知二联书店，２０ １４ ．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并完整表达相关问题的答案 。

［
４

］
王斯德 ．历史学 ：人类认识 自 我 、超越自 我的必修之学 ［Ｊ

］
．历史教

通过纸笔测试检测历史学科实践 活动的效果 ， 检测学

的 目标与实践活动课程规划 的 目 标是紧密相关的
，

运用
＾ ＾

＾

 （
编辑 ： 张 嫂 ： ）

“

逆 向设计
”
一？以学习 目标来定学习 主题和测试标准 ，

‘

是最合适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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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 （
下

）

？

“

史苑撷英
”

史料研读专题
＇

组别
｜课本 由 表涂讲超 日

（
教师 与 学 生共同设讨 ）

１１ ． 隋的统
一

与 大运河通 惠河与 北京城

２２ ． 唐太宗 与 贞 观之治隋炀 帝和唐太宗之比较

３３ ． 气度恢弘的隆盛时代


我看乾陵无字碑


４４． 昂扬进取的社会风貌


寻找流传至今的
“

唐朝遗风
”



５ ５ ．
“

和 同 为一 家
”

阎立本设计 《步辇 图 》
之我见

６ ６ ． 开放与交流


鉴真 东渡对 日 本社会的影响


７ ７ ． 重大发明 与 科技创 新中 国 古代桥梁建筑巡礼
^

８８． 璀璨的文学 艺术唐代绘画 中折射的唐朝社会

９１ ０ ． 辽、 西夏与 北宋并立北宋名 相寇准之冷暖人生

１ ０１ １ ． 宋金 南 北对峙岳飞 悲剧人生之深层社会分析

１ １１ ２ ． 经济发展与 重心南移


宋代江 南农家生活之四季描摹


１ ２１ ３ ． 丰富 多 彩的社会生活


《水浒传 》 中折射的 市井生活百 态
^

１ ３１ ４
． 元帝 国拓展统一 多民族 国 家基业元与 清在统一全 国后 的 民族政策之比较

１ ４１ ５ ． 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成就


《百家姓》 各朝版本探源 （
体现印 刷术 出现和发展带来的 变化 ）

￣

１Ｔ
￣

１ ６ ． 繁荣的宋无文化宋词 中折射的 两 宋社会之兴衰
^

探究 《清明 上河图 》 展现的社会风貌我眼中 的 《清明 上河 图 》
￣̄

１ ７１ ８ ． 明清 帝 国的专制统治明 清
一位读书人入仕的冷暖人生

１ ８１ ９ ． 明清抗击外国侵略的英勇 斗争解读 《明 朝那些事儿 》 中的戚继光

１ ９２０． 统一 多 民族国家的巩 固和发展


“

承德避暑山庄和 周 围 寺庙
”

巡礼
＿

２０２ １ ． 大一统气派与 中华 民族的 象征


故宫建筑之细节 赏析 （建议亲历考察 ）
^

２１２２ ． 科学技术与世俗文学


《
天工开物 》 中 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插 图选例 、 解读 （最少 选两例 ）

̄

２２２３ ． 从郑和 下西洋到 闭关锁 国


郑和 与哥伦布远洋航行之时代意 义比较
^

２３２ ４ ． 近代前夜的盛世与危机康熙 、 乾隆的
“

眼
”

中的世
“

界
”



表 ２ 北师大版八年级历史 （
上 ）

．

“

史海钩沉
”

史料研读专题


組别课本 由 表演讲超 ８１

１第 １课 ：
鸦 片战争的硝烟师 夷之长技 以制 夷

一

《
海 国图 志 》

片段译读
^

２第 ２课
：
劫难 中 的抗争《清 史稿

？ 列 传一百九十九 （左宗 裳传 ） 》 中 关于
“左宗 裳收复新疆

”

部分的释ｆ

３第 ３课 ： 甲午 中 曰 战争


步步沉沧
—对比阅读 《马关条约 》 与 《南京条约 》

对大清帝 国的影响

４第 ６课 ：
近代工业的兴起


难为 李鸿章——《清史稿
？ 列传一百 九十八 （李鸿章传 ） 》 释读评价



５第 ７课 ： 维新 变 法运动


“

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
”
——

《天演论》 序言释读

杜 ＾
．
从 《 中华 民国 临时 约法 》 到 《 中华 民 国约 法》

一权力 的 比较 ： 临 时大总统与
６课 革命一步之遥的皇帝

《狂人 日 记》 《祝福》 精彩文段选读分析一
“

吃人
， ，

的封建礼教
＇

社会遵新 陈代谢之道则 隆盛——《新青年
？创刊词 》

诵读分析

８第 １０ 课 ： 清末民初 的 文化与教育 冷眼向 沪——《 申报》 片段选读

皇 帝倒 了
，
鞭 子割 了——分析 １ ６ ４４ 年 清军 入 关后颁 发 第

一 次
“

剃发令
”

、

９第 １ １ 课
：
社会生活的 变迁１ ６４５ 年清军进军江 南后 再次颁发

“

剃发令
”

的 内容及 目 的
；
对 比分析

“

１ ９ １２ 年

孙 中 山 以临 时大总统 的名 义颁布剪辫令
”

的 时代意义 。

１ ０第 １ ４课
：
国民革命的 洪流校规读 比看——黄埔 军校与 西点 军校之比较

第 １ ７课 ： 中 华 民族到 了 最危险 的
“

我 的 事情就是到 ３６ 岁
”

西 安事变 中的 张学 良——唐德刚著 《张学 良 口 述历 史》

时候片 段选读

作者简介 ： 宋薇 ，
北京 市清 华 大 学 附属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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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别深本 由 ｔ漬讲超 ｇ

Ｉ
７Ｔ＾

？

７张纯如 英文历 史著作 《南京暴行 ： 被遗忘的 大屠杀 》 序 言译读 （
此 书被哈佛大

１ ２

学社 系主任柯比称其是
“

第
—本充分研究南京 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

）

１ ３课 ： 把我＿＾￣肉 筑＾ ■新的
“

１９ ４０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朱德 、 彭德怀 、 左权关于百团 大战的 报备命令

”

的 阅读分析
长城
￣￣

７７ＴＴＴ
￣

！邓 小平 １ 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５ 日 《跃进 中 原的胜利形 势＾ 今后 的＾策 策略 》 报告的 阅
１ ４ 第 ２３课 ：

走 向战略进攻读分析一刘 邓 大军挺进大别 山战略决策研究


第 ２４课 ． 国 民党政权的 崩 溃

＾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一阅读分析 《关 于北平和平解决 问题的协议书 〉〉
＿ 年





丨

１ 月 １ ９ 日


二、 适时进行阅读指导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表 ３

分组深本 内 表洁讲規 目

在进行史糊駄前 ，
綠帮鮮生 ＩＩ麵个＿ 。

——

历 史人物的评价准 《
论历 史人物的评价一隋杨

第
一

，
史料的类别 。 初

一下学期 ’
“

史苑撷英
”

， 縣第 ！ ＆
则帝的评价为例 》

英华 ，
主要是教师选取论文论著 的 内容 ， 学生进行 阅读 。



／

史料类别属于第二手史料
，

是指经过后人运用
一手史料所第 ２ 组晴场帝的 功绩一评袁刚 ＜晴杨帝传 ＞

》

作＿究及
ｚ
麟帝是

“

暴君
”

， 《暴君隋杨帝评价的论辨
一

初二下学期 ，

“

史海钩沉
”

，
浩渺的历史之 中

，

被岁月第 ３ 组
不是

“

昏君
”

？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沉积遗忘的历史再翻腾 出来 。
主要是教师选取第一手史料唐太 艮 ＋

“

隋 ？场

（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 ，
可直接作为历史第 ４组

帝的 罪
”《唐太宗的镜子

一隋炀帝》

根据的史料 ） ，
学生进行阅读。

良 ｉ

唐太 宗的 四 宗罪 以
《隋炀帝和唐 太宗的

“

暴君
”

第二
，

阅读的分类 。 如果以阅读理解效率的 高低为标第
及被美化 的原 因

‘ ‘

明君
”

之辨 》

准 ，
可以分为 ： 精读 、 速读 、 略读 、 泛读 。 如果以 阅读的胃 ＆

评价历 史人物的 方 《
论评价历 史人物的 方法——

目的性和功能作用为标准 ， 则可 以分为 ：
记忆性阅读 、 理法兼论隋炀帝 》

解性阅读 、
评价性阅读 、 创造性阅读 。

针对初
一

下学期的学生 ，
史料研读的训 练重点包括 ：
———

；



速读一从头到尾 阅读全文 ，
获取有用信息的一种快速阅——

读方法
； 略读一＾择重点和要点式的概要式阅读 。 属 Ｔ

１

土
绍 两位 历 史

么
物 的 书

土

籍之

＝

记忆性阅读 、 理解性阅读的层次 。

ｇｗ５二一

、
综合对比 视剧 中 的人物扮相之比较 。 ３ ． 视频 中

针对初二上学期的学生 ，
史料研读的训练重点包括 ：

的人物 影像之 比较 。
４ ． 游戏 、 动 画 中

精读一认真反复 阅读 ，
对重要的语句和章节所表达的思ＭＸ＃ 肖

想内容做到透彻理解 ； 略读
——选择重点和要点式的概要！ ． 出 ２ ．血统^ ３． 家庭背

—

景 。
４ ．在

式阅读 。
属于记忆性阅读 、 藤性阅读的层次 。

一
、 对

＾
两位君

家庭 中 的地位 。 ５ ． 文学修养 。 ６ ． 长 相俊

例如 ，
初
一

下学期开学初
，
布置史料研读专题 《唐太

王的相似之处
美 。 ７．谋位手段 。

８ ． 文武才智 。

宗与隋炀帝之比较》 。 教师提供 ６篇论文 （说明全文阅读或三
、 对比两位君；

是片段阅读 ） 用于学生课堂分组讨论 、 思辨交流的论文资王的 不 同之处
１Ｘ＾１

。

料 ， 针对 ６篇论文设计 ６个思考维度 。

全班学生分 ６组针对 ６ 篇论文
、
从 ６ 个思考维度讨论是否有可 比性 ？ 如何客观 、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交流 ，
最终推荐代表汇报思辨交流的成果。 参考论文资料 、

Ｈ■

、 筹备演讲资 的过程中提升史料处理能力

讨论的思考主题如表 ３
：

学生通过教师指定的论文研读 ，
进行思考 ： 隋场帝在开学初

，

教师组织用电子抽号工具来安排分组 。 分组

史书中 留下了
“

逆天虐民
”

暴君形象 ， 但是他是不是
“

昏后
，
每一组抽取 １ 个题 目

，
即每人

一学期只参与 １ 个题 目
，

君
”

？ 他的历史功绩何在 ？ 白居易称颂唐太宗是
“

不独善战任务量可控 。 初
一下学期 ，

每班基本上有 ２３ 个演讲题 目可

善乘时 ，
以心感人人心归

”

的英明君王
，
但是唐太宗执政供抽取和微调 。

晚年是否做到了 当初魏征提醒的
“

慎始慎终
”

？ 这两位帝王抽签后 ，
学生要用较长 的时间进行充分 的前期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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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７ ．０６

期间还可以组 内协商或与教师协商 ，
适 当调整题 目 的范 围三分之一的组能达到思考犀利 、 角度新颖 、 体系完备的程

和难度 。 学生针对所要演讲的问题 ，
主动去收集 、 分析有度 。 值得

一提的是
，

学生的课堂语言表达能力十分突 出
，

关的信息和资料
，

对主题提出各种思路设计并努力加以梳风趣幽默 ， 还有临时创设的与 台下同 学的 问题互动
，

演讲

理整合 。场面十分融洽有趣 ， 每次演讲都成学生最期待的课堂教学

整个过程中
，
学生探索研究的严谨态度 、 搜集和筛选环节之

一

。

资料的实际动手能力 都得到提升 。 学生不断修改的 Ｗｏ ｒｄ

演讲稿 ，
从一份杂乱的资料 剪辑稿 ， 慢慢地理顺思路

，
形

成小组的初步设计 。：

｜
在学生 整合修改 Ｗ ｏｒｄ 演讲稿和 ＰＰＴ 课件的 过程 中 ，

渗透对团体协作精神 、
配合意识 、

沟通能力 的锻炼
，
体现

教师个别指导 、 酣因题施教的教育理念 。
一

． ；

：

修改 Ｗｏｒｄ演讲稿的内容框架
，
斟酌语言文字

，

培养严

谨细致的写作能力 。 教师在学生正式演讲之前
，
审阅各组

初一 学生演讲 《明 清
一位读 书人入仕的 冷暖人生》

学生的思路架构
，
此时针对有 困难的组 （题 目较难或是学

生能力略弱 ） 进行辅导 ，
教 会学生如何进行事件对 比 ， 如

何深层剖 析事件和 人物 ， 如何将个人感想与介绍性的文字

融为一体 ， 等等 。 也为 ＰＰＴ 的制作打好基础 ，
阁 片被分 门

别类 ，
附上文字解释说明 ，

确 定有深度的设 问
，

进行合理，
的总结和个人思想的阐发

，

这冲都与最终的评价标准密切翻
、生共同歡 ｉｆ价标准 （

见下表 ５ ） 。 敏料麟笔 Ｔ
前

，

由教师用 电子抽号工具随机抽取本班的两 位 同学作为．

ｓ ｕＡ，
初
一

学 生边 演讲 、
边板 书 自 己 的设计思路 《北宋名相 寇准之冷暖

本次演讲 的评委 ， 每人
一

学期ｍ旦任
一

次评委 ， 当堂打人 生》 （
还对比绘制 了 寇准和晏殊的不 同人生 曲线

）

分 。 学生的评价表与教师 的评价表汇总计算 ，
得 出此次课

堂演讲的 分数 ，
成绩同时汇人学期末学生的

“

平 日 成绩
”

史料研读活动的实践证 明 ： 学生 的学 习热情被点燃 ，

一

栏 。 特别优秀 的演讲作品将在其他班级做巡 回展示 、
友突破 了学习 的重点难点 。 通过历史学科史料研读 ， 引 导学

好交流 。生发现问题
、 研究问题 、 创造性地解决 问题 ， 鼓励他们形

表 ５ 清华 附 中初 中历 史 学科史料研读 活动 ．课堂演讲评价表成 自 己独特的认识 、 观点 、 风格
、 个性 以及思维方式

、
研

演讲学生班级 ：姓名
：究成果

，
从而培养学生探索研究的态度和能力

，
切实提升

演讲 内容 ：历史学科素养 ，
最终实现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 主体精神与

分值 场
１

社会责任感的统一。

评价项 ９

（ 满 分 １ ００ 务 ）评 今

１ ． 演讲内 容丰 富 、 准 确
；
ＰＰＴ５０ 分参 考文献

：

中 的 图 片 和文 字详略得 当（四 档 ：
５０／４５／４０ ／３ ５ ） ［

１
］
何克抗 ．建构主 义学 习环境下的教学设计

［
Ｍ

］
．北京 师范大学出

２ ． 史论观点清 晰 、
史评合理

，２０ 分版汁．

． ２〇〇２ ．

能辩证的看待历 史事件和人物 （四档 ：
２０／ １ ５／１ ０ ／５

）［
２

］ 何礼群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历史鮮设计够＿．安徽教育

３ ． 讲解生动流杨
、 有逻辑性 ；２５ 分

＿
’
２００７

’？＇

适 当 的提问 台下 同学 ， 有序互动 （四档 ＿２ ５／２ 〇／ １５ ／ １（） ）ｍ 祝华卫 ．雜主义与中学历史教学贿变ｍ ．历史教学
，
遞似 ．





ｆ

４
］ 崔岐恩 ，钱海娟 ，陈小萍 ．建构主义 ：新课程改革的灵魂 丨

Ｊ
］

．河北师
５ 分

４ ． 在规定时 间 内按时 完成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２００９ ，

（
２

）
．

（ 两档 ？５／０ ）





１ ｔ

５
］
卢强．教育心理学

［
Ｍ

］
．北京 ：北京 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

总分 ：评价人签字 ：

（
组稿

：
刘 汝明编辑 ： 张 婕 ）

四 、

“

意 义建构
”

的过程就是历史学科素养提升 的过程

初一的学生在班内就 自 己 的演讲专题进行展示
，
整体

都能做得材料翔实
，
大多数组的观点 有一定 的深度

，
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