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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与乡土历史的融合
赵永梅

（安徽省淮北市第五中学，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将乡土历史纳入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目的在于对具有区域特点的历史资源进行发掘和运用，以充实课程的内容，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这样的教育方式，既可以让学生更加接近历史，也可以让学生更加直接地体会到历史的韵味，同时也可以让学

生对地方文化产生一种认同和归属感。透过实地考察、角色扮演及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对乡土历史的细节与背景有更深刻的认识，

进而对历史发展的线索与规律有更为完整的认识。因此，为了满足学生的多元化的学习需要，必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应用、

教学的资源的整合上进行改革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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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要加强

教师对历史课程资源的认识，对各类课程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

高效使用，对有利于学生开展历史教学的优秀资源进行筛选和整

合。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利用校园内的历史课程资源，

而且要适时地对课外的历史课程资源进行挖掘和运用。笔者试图

对该地区的乡土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对其进行有效的挖掘

与利用。在义务教育阶段，将当地文化和本土资源融合到历史教

学中，有助于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继承，增强学生对当地

的历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一、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与乡土历史融合的意义

教师不论是在日常教学中的史料研读还是在单元教学中的史

实梳理，都非常注重教科书中的表述。传统的单元教学模式仅限

于对知识的理解，而课堂交互则是对学科知识的简答。历史教育

与其他科目不同之处在于，它包含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行为

准则的培养，可以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导向。但是，历史

学科传统的教学模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升学和考试

压力下，将价值观的塑造转变为知识点和答题模板的记忆。目前，

以考试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在初中历史课堂上已是司空见惯。在这

样的学习方式中，学生常常会感到知识点多而混乱、学习任务重、

效果更差。新一轮课程评价体系更多地强调了对学生的价值导向，

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认识上，而要进行对历史的探索和对学

生心灵的培养。

以立德树人为终极目的的初中历史学科大单元教学，是以历

史学科的核心素质为起点，在大的架构下开展系统性的教育，是

一种重要的单元教学方式。所以，大单元教学的目标并不只是对

知识的全面掌握，而是要以大主题为基础，以一种合理的思路，

指导学生总结、迁移、应用知识，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合理的认同，

从而在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等精神方面获得理解和领悟。教育的

终极目标是培养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能够学会解决问题，

学以致用。总体而言，初中历史大单元的教学以学生的核心素质

为基础，从大的角度来把握单元的内容，并对其进行了优化，既

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又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人文性。另外，在

大单元的教学中，要拓宽学生的学习范围，不要只限于某一门课程，

而且要树立交叉学科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使学科知识的深度

和广度得到扩展。

二、单元教学运用原则

（一）目标性原则

初中历史学科大单元教学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在结合乡土历

史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与之相应的历史内容。

一些内容较长、种类较多的乡土历史资料不宜随便加入到课程中，

所选用的有关资料要根据课程的目标加以选择。例如，在讲解八

年级上册的近代经济、社会生活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时，教师

可以采用大单元的教学方式，将淮北都市发展与居民生活的图片

材料相联系，激发学生对自己所处的城市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的

兴趣。

（二）辅助性原则

利用乡土历史资源，不能代替常规的教育，如果喧宾夺主，

本末倒置，不仅会给初中生带来困扰，还会挫伤学生的热情。一

节历史课的课时是有限制的，而在课外时间则是更少的，所以，

研究乡土历史不应成为一种压力，而应成为一种可以帮助教师教

学的资源。比如，教学八年级下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

主义建设的探索”一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改造”部分，

教师可以导入淮北地区的工业建设成果，以此引起学生的兴趣。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教师应将教材内容作为主要内容，对乡土

历史进行适当补充和扩展。

（三）科学性原则

对学生进行乡土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本着求实的精神，

不要对一些乡土历史的资源进行过度的渲染。教师要清楚的告知

学生，那些传说故事并非原始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可以充实初

中历史课堂，吸引学生的眼球，但缺少科学依据的资料，无法真

实再现历史真相。民间传说故事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它仅

能起到某种借鉴作用。以历史为骨架，以美术为翅膀，以美术塑

历史，以历史塑造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会逐步形成一种

客观、严肃的学习心态，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储备，又可

以继续提升自己鉴别史料的能力。

（四）教育性原则

利用乡土历史资源教学中，要注重挖掘乡土历史的教育。在

教学八年级下册“科技与文明”时，可透过淮北近代名人的光辉

故事，让学生了解科技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育爱

国之心。

（五）可行性原则

针对情况复杂的乡土历史资源来说，并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

初中生的学习。例如，初中生并不具备阅读复杂古籍文献的能力，

不能要求学生自主阅读地方志等文献资源。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当

地的博物馆或是革命烈士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与乡土历史融合的策略

新课标背景下的初中历史教学，要重视大单元教学的开展。

本文还结合了历史核心素养的要求，将乡土历史和大单元教学融

合在一起，选取了淮北地区为例，充分挖掘当地的乡土历史，以

此提高历史教学质量，使其能够满足教学需求。

（一）创设大单元教学情境

对于初中生而言，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学生面临着杂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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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知识，不懂得怎样进行高效的学习，从而出现了不知所措

的局面。而科学的历史大单元情境能为学生创设真实的情境，让

学生在情境的帮助下，真实地走进历史。所以，在新课程标准下，

教师们要注意营造大单元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一起“还原”过去，

从整体上来进行剖析，创造适当的情景，引导学生认识整个历史

进程；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也可以极大地

提高教师的历史教学质量。

例如，教师给学生讲解“人民解放战争”单元内容时，教师

就可结合淮海战役的历史情况，给学生讲解解放战争的重要性和

发展。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因为淮海战役距离自己有数十年的时

间跨度，所以很多学生只能从书本上去感受那段峥嵘岁月。为此，

教师可借助现在应用广泛的先进技术，给学生再现当时的战争情

境，当学生看到众多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场面时，就能体

会到生命的不易。对于成长于淮北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应该记

住这段历史，更要记住历史背后的意义，真正领会人民解放战争

胜利的历史作用，这也能够促使学生深入了解当地历史，心生自

豪感。

（二）改革大单元教学形式

单一枯燥的口头传授方式严重地制约着学生的终身学习效果，

因此教学方式的变革至关重要。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创新，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探索精神。所以，在新课程标

准下，教师们可以按照特定的历史大单元的内容来进行这种方式

的设计，提出适当的分组作业，让学生围绕小组任务进行学习，

从而打破过去“机械地接受 + 机械记忆”的教学模式。通过协作

学习，使学生体验到探索的快乐，培养学生浓厚的探索精神，加

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从而实现高品质的教学目标。

例如，教师给学生讲解“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的

单元内容时，同样可以结合淮北地区悠久的历史。隋炀帝的历史

评价不佳，很多负面评价使其声誉受到了影响。但是隋炀帝的历

史贡献并非为零，耗费诸多人力、物力等修建的隋朝大运河，为

隋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教师在课上可以采取小组合作

的方式，让学生结组讨论隋朝大运河对当时的社会与现代社会的

作用。小组学生可以进行分工，有的负责查资料，有的负责对讨

论结果进行记录，最后由小组代表对结果进行综述，共同完成小

组任务。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取长补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三）丰富大单元教学内容

事实上，许多教师都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历史教科书是惟一

的教学资源，一切的教育都围绕着教科书来进行，从而使历史课

程的内容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无法拓宽学生的历史学习范围。同

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新课程标准的要

求下，教师们要适时地丰富自身的历史大单元教学内容，从全局

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单元的知识，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与此

同时，还可以将有关的图片和视频等融入到教学中，增强历史教

学的吸引力，激发学生主动参加到历史教学中来，提高历史学习

效率。

例如，教师给学生讲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时，除了给学生讲

述课本上的基本内容，也可以给他们扩充知识，将当地极具代表

性的人物融合进去。位于临涣镇朱小楼村，有一座占地约 180 平

方米砖墙院落，门楼建筑为古典式马鞍形，琉璃瓦覆盖，飞檐翘

角，门楣上嵌有“朱务平故居”的隶书匾额，这就是淮北地区早

期革命者朱务平烈士的故居。朱务平故居内有 4 间砖墙瓦顶、门

向朝南的主房和门楼向西的院落，主房内陈列有朱务平事迹展及

生前使用的家具、石臼、石磨等实物。1899 年出生的朱务平，在

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始终坚持信仰，牢记身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

即便被叛徒出卖，依然坚守本心，最终消逝于雨化台，生命定格

在 33 岁。这些历史人物就在学生的身边，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当地

的历史，拓展教学内容，以此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设计大单元教学问题

因为初中生的年龄和性格特性，所以学生的好奇心都很重。

在教学中，若能通过提问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把精力投

入到学习中去，就能确保最后的学习效果。所以，在新课程标准中，

要对历史大单元教学进行合理的设计，要注意题目的难易程度与

深入程度是很重要的，题目太容易了，不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

假如题目太难，很容易影响到学生的自信心。为此，在掌握“最

近发展区”的基础上，以“最近发展区”为中心，进行大单元问

题设计，使学生能够深入进行历史大单元知识探索。

例如，我们同样以“人民解放战争”单元教学为例，教师给

学生讲述淮海战役的激烈战况。当学生对淮海战役有了基本认知

之后，就可向学生提问“学生，说到淮海战役，大家知道在这片

土地上，有无数先辈浴血奋战，那么大家知道他们现在都被埋在

哪里吗？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祭奠他们呢？”此时，部分学

生就会想到烈士陵园，如董楼烈士陵园。董楼烈士陵园也被称为“杨

山烈士陵园”，坐落在烈山区宋疃镇新园村（原董楼村）的杨山北坡，

系濉溪县人民政府在 1977 年为纪念在淮海战役中遇难的烈士而修

建，并在 2002 年进行了修复。墓园坐北朝南，东面、西面和南面

都有城墙，公园里竖立了高 12 米，宽 1.9 米，厚 1.8 米的石碑，

碑上刻着“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董楼烈士陵园是淮北市重

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纪念和爱国主义方面都有着很高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生想到了双堆集烈士陵园、临涣淮海战役纪

念馆等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淮北珍贵的乡土资源，记载了此地的

革命历史，教师对此充分利用，将大单元教学和乡土历史结合起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初中阶段学生需要学习的科目之一，而且

也是学生中考成绩的组成部分。乡土历史是地区发展的经历，同

时也是很多地区的宝贵文化资源。随着大单元教学的重要性被逐

渐重视，教师可以将大单元教学和乡土历史结合起来，在提高教

学效率的同时，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使其对当地历史有更深的

感悟，同时也为生长于淮北这片大地而自豪。经过教师在教学中

潜移默化的影响，相信学生会更爱家乡，对于淮北也会爱得更加

深沉，成为未来乡土历史传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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