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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入手提升高中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以人教版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为例

张洪娟

（广州市花都区圆玄中学，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历史概念的学习对高中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养成至关重要。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解释，高中生获得历史概念的过程就是

他们历史解释素养形成的过程；高中生离开了对历史概念的全面理解也很难得出准确的历史解释。笔者以人教版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

全球化趋势》为例，尝试在概念的形成、辨析和主观性认识中提升高中生的历史解释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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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引下以史料为依据，以高中生的

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

进行一些重要的分析和评价。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解释，

高中生获得历史概念的过程也是他们历史解释素养形成的过程；

高中生离开了对历史概念的全面理解也很难得出准确的历史解释。

历史概念的学习对高中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养成至关重要，那

么在课堂上教学者应该如何通过历史概念教学来加强高中生的历

史解释素养呢？笔者以人教版第八单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为例，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

一、高中生的历史解释素养之历史概念

传统历史教学中概念的形成依托于教材的概念性知识和教学

者对概念的解读，新课程下历史概念的形成应该通过一定情境下

的历史解释来实现。教学中教学者创设新情境，由高中生自己形

成历史概念，在概念的形成中涵育其历史解释素养。《世界经济

的全球化趋势》这一单元中核心概念是经济的全球化，何为经济

的全球化？在经济的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这代高中生他们

每天都在享受着经济的全球化的便利，他们能用自己已有的知识

经验理解经济的全球化这一现象但是缺乏对经济的全球化概念内

涵和外延的准确把握，鉴于此我在教学设计中用两则材料创设情

境引发高中生对经济的全球化的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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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华为零件的出处

材料（二）

通过联合国相关的数据得知：目前全国公司一共 6 万多家，

年销售额将近 14 万亿元，是全球贸易额的两倍。外贸贸易额占世

界贸易额的百分之六十。据不完全统计，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全球

投资已高到 1 万亿。在 2000 年之后，全球贸易额的增长数量提高。

在 2000 年贸易总额已达到 18 万亿美元。

高中生通过对材料一信息的概括形成对经济的全球化概念的

简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各个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比如，

人、财、物等）。虽然在1985年一位经济学者曾经提出过关于“经

济全球化”概括性理念，此理念并未获得世界公认。通过查阅相

应的网络资料，并结合相应的文本可知：经济全球化是各个资源

的有机整合过程，包括资金、技术、人员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

资源的再一次有效配置。

高中生通过材料二看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为重

要的经济体，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投资

进一步推动着投资国际的发展，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

济中，促进全球经济的深化。

总结起来经济的全球化的形式是贸易、资本、技术、服务跨

国流动；结果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日益形成一个有机

经济整体。经济的全球化的最终归宿是世界经济形成一个有机整

体。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未实现，经济的全球化是一种经济

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这样高中生形成了对经济

的全球化内涵的准确理解，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是“全球形成统

一市场的一种趋势”，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

笔者认为从构建单元的知识体系出发，作为本单元的核心概

念，对经济的全球化的解释还应该界定其外延，了解经济规则、

经济体制以及区域合作与经济的全球化的关系。基于此高中生从

两个方面形成了对经济的全球化定义：一方面，此概念是指全世

界经济活动，此次经济活动中各地区之间具有联系性，进行形成

的一个全球性相互连接体。即形成“全球化统一市场”的过程；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同样具有一定的规则性（约束世界参与经

济各国主体），其实一种具有约束性的世界性经济运行的规则。

这样既突出了全球范围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又强调了经济规则的

制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这样高中生对经济的全球化以来

出现的各种现象及经济的全球化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全面、深

刻的理解。

二、高中生的历史解释素养之概念辨析

历史概念是历史理解的基础，也是建立历史知识体系的细胞。

准确把握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现象

的全貌，更好地解释历史。人教 2015 版历史教材按照专题模式编

写，通过概念解释、知识对比迁移构建知识体系掌握专题的核心

知识点。本单元围绕“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这一专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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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使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制

度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一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

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的全球化；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这一专题涉及的历

史概念很多，有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战后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系、布雷顿森立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区域集团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

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每个概念都处于和别的概念相

互关联、相互联系当中，各个概念上下左右交织联系，构成一个

知识网络。为了帮助高中生辨析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更好地

解释经济的全球化这一历史现象，我设计了用时间轴梳理经济的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这一环节，高中生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理解历

史事件、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全球化与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区域集团化、世界

贸易组织之间的联系（如图所示）。

图二　世界贸易发展图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经济的全球化是什么关系呢？通过对经

济的全球化发展历程的梳理高中生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经济

的全球化的开始时间是一致的，都起于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

是人力、资金、商品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和配置，是世界范围内

通过贸易联系起来的各国市场的总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世界市场。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的的发展、确立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各国经济生活开始国际化，生产要素在

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资本主义

世界市场是经济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不代表着全部。

经济的全球化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尤其是两极格局解体后，日益

突出。

各国到世界市场来做生意，关贸总协定为这个市场建立了一

个做生意的基本准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决了双方认可的汇率，

保证公平交易；如果成员国经济复兴与建设出现困难，可以向世

界银行申请贷款，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世贸组织的规定对所有成

员有严格的法律约束。由此可知战后的经济的全球化有了制度上

的保证，朝着体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区域

化的经济集团是在某一区域各个国家，为了维护某一区域成员的

共同利益而签署的具有局域性的规定，从而更好地消除各个成员

国之间的“贸易墙”，制定一样规则，进而形成具有统一性的贸

易运行构成的机制。区域化的经济集团多以某一大洲附近所在国

家为主体，典型的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区域集团一方面具有排他性，区域内外存在待遇差别，从而

遏制某一地域经济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

是经济贸易全球化阶段性经济组织，这种方式带动区域经济深度

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的深度化协作。通过概念辨

析高中生不仅对这些抽象的历史概念有了更好的理解，而且对经

济的全球化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了进一步的

理解，提升了历史解释的能力和素养。

三、高中生的历史解释素养之概念认知

历史概念是在一定的史学理论指导下，人们对历史事件、历

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概括与总结，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解

释，它具有稳定性的同时也一定带有一定主观性，它的内容和表

达形式随着人们研究视角的不同和认识的深入也会发生一定的变

化。

中国提出“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为破解世界共同面临的

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

向世人宣告，中国的责任和担当。世界各国应平等协商、同舟共

济开创经济的全球化的崭新未来。

历史概念是学习历史的基础，历史知识的掌握是建立在对历

史概念的准确理解之上的。通过对概念的分析解读高中生对经济

的全球化形成了较全面认识和评价，历史解释的素养也得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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