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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主题教学背景下历史核心素养的构建实践
——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一课的运用为例

杨　波

（南宁市第二中学，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在新高考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与综合能力，教师必须形成体系化的历史线索与框架，并在具体教学

中落实为大单元的主题式教学，将每一课的历史思维、历史素材、历史学法教法等统筹在大框架之下进行串联，避免零碎式教学下，学

生思维不清逻辑混乱，因此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大单元主题式教学下的历史核心素养的构建显得格外重要。《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二

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讲述的是从分裂到再次统一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要学生深刻理

解这一时期的政权更迭、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时空观念和家国情怀等历史核心素养的渗透才能构建起完整的单元脉络，

因此在本单元的第一课《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的教学设计实践中，将就如何运用历史核心素养的时空观念与家国情

怀在教学环节中做出探讨，希冀能对新教材高考下的大单元主题教学设计提出一点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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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数千年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

而来的，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影响，最终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民族认同。因而在民族地区

的高中教学中，如何把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相结合

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单元主题教学下，每一课的设计都应贯穿

整个单元的主线与脉络，形成一体的教学逻辑与思路。在学术

界，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虽然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但多

民族文化不断交融发展，积聚着更高度的统一。如樊树志在《国

史十六讲（修订版）》中讲到，这一时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

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其实深入探究应该是由分裂走向统一

的时期。阴法鲁、许树安、刘玉才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应该说汉化是总体

的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非只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是多

向的。学术界基本认同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对后来隋唐重新统

一、走向繁荣起重要作用。

基于课标和学术界认识以及对本单元标题的理解，笔者认为

本课中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是近四百年的

分裂结束后国家取得重大发展，再造中华文明的重要推动力，为

隋唐帝国的全面繁荣奠定基础。由此，本课作为第二单元的第一

课，笔者围绕单元和本课主题设计了明暗两条线，明线是三国两

晋南北朝的时代更迭过程；暗线是这一时期不断的汉化、胡化，

最终民族交融促成全新中华的蜕变，使北方成为乱世局面的出口。

通过对本课设计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讨，增强学生对民族交融

的认识和文化自信，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形

成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弘扬文化自信和落实历史核

心素养家国情怀。

一、构建时空观念，整体把握时代特征

要想让学生能“神入历史现场，深刻理解”特定时期的历史，

作为教师，必须善于打造时间与空间的同步交错，运用历史分期

和一些历史地图等还原历史情境，让历史课更加有血有肉，富有

人文魅力。导入新课环节我首先给出一段黄仁宇关于魏晋南北朝

时代特征概括的材料，来引导学生感知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比较

混乱，然后给出陈寅恪不同的观点，对比设问，引发思考。为什

么两位史学家对同一段历史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陈述本节课的

基本视角从北方民族关系变化看三国两晋南北朝—华夷分立到崛

起，对课本内容进行重构，从而进入本课学习。在这里设置认知

冲突，导入新课，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站在今天和当时两个视角，

来审视本课的时代特征。培养学生唯物史观、形成透过现象看本

质的历史思维，从全局出发，站在大历史的高度，对课本重新编排，

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形成对本课的整体认识。导入部分主要让

学生从整体上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在时空观念下把

握整个单元发展脉络。同时对民族交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用有

初步的认识。

在课程第一板块“华夏与蛮夷——隔阂”中，由于三国两晋

南北朝的政权更迭十分频繁，本课在围绕民族隔阂从何而来，突

出民族间的差异性时，引导学生通过地图对比，思考为什么这一

时期游牧和农耕的地理界线会被打破？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因素让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从当时具体的自然环境条件变化这个客观上

生存的需要，和少数民族上层首领仰慕汉族制度文化主观上发展

的需要等让学生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为众多

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时空上的深刻认识。

第三板块中“分裂到统一——一体”给出隋朝统一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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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问题：南北方对于大一统帝国的重塑分别有什么作用？引导

学生思考、给出材料帮助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南方和北方在民族交

融背景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提升学生历史

解释能力和历史逻辑思维的培养，得出北方民族交融，制度优化，

为再次统一找到了出口。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后来隋唐多个盛世局

面的出现提供了物质保障，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南北的交融使得北方民族交融后的全新中华得以扩大，正是中华

的不断扩大，才开启了隋唐大一统的第二波帝国的强盛阶段。

最后在作业布置中，回扣主题的同时，引导学生应用时空观

念解决历史问题。给出３－６世纪，中国和西方都经历了民族移

动的大潮，原有文明同样面临着内外危机的冲击。由于中西在各

方面的内在差异，历史的最终结局却大不相同的材料。设问：根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 3-6 世纪中西民族移动潮中民族关系

的不同发展趋势并分析原因。引导学生在解答某一历史问题时，

能够尝试从多种渠道获取与该问题相关的史料；能够从所获得的

材料中提取有关的信息。同样能够辨识历史叙述中不同的时间与

空间表达方式，从而提升了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

由此，通过各板块之间的串联，将这一时期混乱的政权更迭

与再次走向一统的隋唐时期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时空脉络，而

不是在本课中单独讲述分裂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民族交融，在提

升学生时空观念的同时，契合了大单元教学主题的设计。

二、民族交融下的家国情怀渗透，彰显历史育人功能

姜钢在《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 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提

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考查，指引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家国情怀是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的集中体现，历史课堂中的家国情怀不应是说教式的，而是要通

过走进历史，教师引导学生自主体悟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与升华，

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在本课的教学设计第二板块中“汉化与胡化——交融”，重

点落实历史核心素养家国情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历史大

分裂时期，民族间的交往方式是多样的，有和平交往、战争、改

革学习等，正是这一多种交往方式共同作用下，促进了这一时期

的民族交融。但是民族交融既不是简单地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典

章制度文化等汉化措施，也不仅仅是汉族人民向北方各族人民学

习畜牧经验，学习和接受他们的衣食住行、乐器、歌舞等胡化的

过程，而是在彼此的交往中不断地互相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取长补短，胡化与汉化交替进行，深度融合，同时在民族心理上

思想感情日益沟通，以往的“胡”“汉”观念逐渐淡薄，民族之

间的隔阂和偏见逐渐减少，才能使隋唐时期重新大一统下的多元

一体中华民族文明更加具有文化韧性，走向繁荣与开放。所以如

果单纯讲解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是无法全面体现民族交融全貌

的，因此笔者在这一部分，先是设计让学生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

措施并对其进行评价，给出问题“从措施来看孝文帝改革是一个

汉化程度最高、最彻底的全面汉化改革。孝文帝改革十分成功，

应该会让北魏长治久安。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孝文帝死后的不到

25 年，北魏就迅速灭亡了，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这是为什么呢？

引导学生对改革措施辩证思考，从而得出孝文帝改革的局限和不

足。”陈寅恪指出：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

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

强。”培养学生准确提取信息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认识前后知

识间的内在联系，认识到孝文帝改革的不足在于失去本民族传统

和不加选择的汉化。那么单纯地胡人汉化并没有让北魏完成统一

的历史使命，后来的北齐北周则出现了汉人胡化和胡汉交融学习

典章制度的现象。给出两则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的材料来说明，

引导学生能认识民族交融中胡化与汉化是交替进行的，是一个复

杂长期反复的过程，深化对民族交融这一历史现象的理解，培养

学生唯物史观的历史核心素养。最后做出总结：民族交融不是简

单的落后融入先进，而是相互学习彼此先进的方面，相互促进，

发展创新，共同开创。因此，胡化加上汉化才最终形成优化的中华，

让北方在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不断的尝试汉化、胡化，最终

在民族交融中蜕变升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具备了统一的优势，

学生才能在这一分裂时期，感受到隋唐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

族的共同贡献，提升学生的情感认识和家国一体的价值观。同时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透过现象找到规律性认识。

综上所述，本课的教学设计是在大单元主题教育设计背景下，

围绕单元学习主题，依据课程标准要求，在民族地区的历史教学

大环境下，通过充分整合教材，深挖材料，巧妙设问，科学引导，

最终帮助学生不仅收获了新知识，而且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历

史核心素养。学生也掌握了通过历史地图变迁的方法来学习民族

交融和政权更迭，构建宏大的历史框架，并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

从乱世的时代变迁中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聚而不散的强

大向心力，从而使学生更深层次的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从

而构建起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观念，真正担负起强国时代的历

史使命。这样一来本课对于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的素养教学探索

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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