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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问题教学设计与实施
——以二轮专题复习《大国博弈与国际格局》一课为例

刘　婷

（溧阳市戴埠高级中学，江苏 常州 213331）

摘要：落实历史学科“立德树人”教育功能，就必须实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但是在目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尤其是农村高

中还是存在着传统教学填鸭式教学或者只是单纯的史实梳理的情况，因此，要想发挥“问题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引领作用，就必

须扎根于高中历史课堂实际，通过一系列的教学环节，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逐步提升学生历史学科问题解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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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立德树人的要求，充分发挥课

程在人才培养核心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育人水平，《高中历史

课程标准》（2017 版）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确定为：唯物史观、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但是学生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是要在解决学习问题的过程中理解历史，在说明

自己对学习问题的看法中解释历史。教师要认识到，任何一种教

学方法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有十分密切

的关系。因此，教师在分析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要以问题引领作

为展开教学的切入点，结合教学内容的逻辑层次，设罝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目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对问题教学法还存在

着许多错误认知：问题设置随意，脱离学生认知。课堂出现“满堂灌”

或者“满堂问”的倾向；问题设置只是简单的课本知识的记忆或

者简单的史实梳理，缺乏思考价值；在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

引导或者过于引导学生指向标准答案，限制了学生思维能力的扩

展，难以形成高质量或者有学生自我见解的答案；二轮的专题复

习中，问题设置往往缺少知识点的迁移和整合，学生的知识点依

然处于“碎片化”的境地。那么如何在二轮复习有效地设置“问

题”，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落到实处呢？笔者以二轮专题复习《大

国博弈与国际格局》为例，谈谈个人的理解。

一、根据复习主题，找准教学的切入点

要想改变高三历史二轮复习在学生心目中机械呆板无趣的刻

板印象，激发学生在二轮复习过程中的学习热情，教师就要在整

合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找准教学的切入点。在本专题《大国博弈

与国际格局》的备课中，我首先了解课标要求掌握的内容及命题

的角度、高考的评价方式，查阅近些年全国卷和江苏卷高考真题

中出现的频率、题型，其次结合新旧教材，重点对各知识点进行

分析并研究内在关系，再次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了解学生

的掌握情况。在此基础上将本专题分为三个大主题：（一）大国

崛起——破解  大国之谜 。（二）两极格局之下的世界 政治格局。 （三）

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中国又有何影响。笔者发现，国家实力的变化

是引起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维护本国利益是大国博弈

的出发点，所以本节课的教学主要从这个方面切入，既能把相关

知识点进行梳理，三个主题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含义，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思维能力。

二、梳理教学逻辑，形成具体的问题链

对于高三学生而言，经历了漫长的一轮复习之后，学生的历

史学习很大程度上处于碎片化的状态，急需在二轮复习中得以整

合，再加上我校是农村高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都

存在很大不足。所以在梳理本专题的内容时，笔者首先明确该专

题所涉及的范围及重要史事，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形成课前导

学案供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在课堂教学时加强对教学内容的整合，

每块主题中都设置若干小问题，形成具体的问题链：

（一）大国崛 起——破解大国之谜

问题链 1：

（1）据材料及所学，分析 17 世纪荷兰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经

济原因。

（2）分析英国在近代迅速崛起的政治原因？举出英国两例影

响世界发展的重大科技成果。

（3）为了应对大萧条，美国在政策方面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4）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你认为成为一个大国，需要具备

什么条件？

在这个主题中，学生明白一个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需要经济、政治、技术等原因，虽然大国成长的原因各不相同，

但是从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依然能找到一些共性。

（二）二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两极格局之下的世

界政治格局

问题链 2：

（1）呈现图片，思考，二战以来世界格局演变过程。

（2）出示时间轴，学生理解二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根

源是什么？

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事

件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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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示图片（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和文字材料；据材料并

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时代背景，并说明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为此采取的重大举措。

“冷战”重心在欧洲，而题目亚洲入手，打破学生原有的思

维定势，不再单纯地对书本知识进行记忆，而是以书本知识为依托，

进行知识点的迁移和整合。

（4）材料四中关于“冷战”的起源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如果

基于历史证据，你认为如何才能探寻到“冷战”起源的真相？上

述观点中，你同意哪一种观点？

此问具体考查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能力，笔者认为，中学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不仅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也可

以落实到具体的考查，从 2020 年高考山东卷和全国卷来看，这种

类型的题型也许也会成为今后高考的一个趋势。

（三）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问题链 3：

（1）出示材料：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如果沿着时间轴继

续划分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话，你认为应如何划分？试举一

例并说明理由。

（2）出示 20 世纪六十七年代中法建交、欧共体成立等图片，

联系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简述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重大举措。

2017 版的高中历史新课标认为，历史课程要“发挥历史课程

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使学生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关心国家的命运，

关注世界的发展，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学生能够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热点问

题有更深入的认知，也更深刻地理解新中国外交政策是随着国际

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三、依据相关史料，设置问题情境

史料是历史课堂教学的基础，是完成教学目标的重要依托。

在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如果教师长期囿于课本，学生会感到这样

的课堂无趣而乏味，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也无从谈起。精选

史料建构历史情境，可以努力为学生在“讲练结合”的二轮复习

教学模式注入鲜活生动的历史元素。教师要努力改变过去的“填

鸭式”教学，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创造学习、生活、社会及学术

情景，在此过程中训练并提高学生的关键能力。就本课问题链 2

而言，笔者选择以下史料：

材料一：

通过史料的应用，挖掘有关大国博弈和国际格局的相关历史

信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史精神，

为最后高中阶段和今后的历史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史料按其

类型可以分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在当今时代中，许多与时事

热点相关的图文、影像资料也可以作为史料来创设问题情境，丰

富学生的感知。如在本课导入时用大热的华为事件，在结尾时用

华为声明“没有伤痕累累，哪有前路崎岖”，在讲述大国崛起的

原因时，讲述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之路，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

展战略”。笔者从历史学科的视角透视这些时事事件与主干知识

的有机联系，使这些事件成为高三复习的“调味剂”，也在这个

过程中，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四、解读相关概念，培养学生历史解释能力

对于历史概念的解读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在本专题的教

学设计过程中，情境导入之后，笔者直接给学生呈现了“大国博弈”

和“国际格局”的概念，并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分析，通过对概念

的解读，学生对本专题有更理性深刻的认知。而在第二个主题中

对学生容易混淆的“雅尔塔体系”“冷战”“两极格局”，笔者

通过直接呈现文字概念解读和让学生在时间轴上标注从而使学生

明晰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避免产生认知误区。

赞可夫说，“教学一定要走在发展的前面，促进学生的发

展。”“问题教学”引领下的高中历史二轮专题复习，如果教

师提出一个问题，三五秒钟学生大多数说出正确答案或者不屑

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提出的意义的，也是不值得称道的。

历史学科素养要在教学中达成，教师必须依据学科特点、深入

了解学情、精选史料、精心设置问题情境。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问题的“梯度性”，使学生能够回答；要“能够在

学生头脑中营造认知冲突、激发思维碰撞”，使学生想要回答；

要指引学生以问题解决为驱动力，对专题知识进行整合；要设

置开放性的题目，使学生能够发散思维，“精彩”回答，这样

才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

学生的历史素养。当然，素养的养成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不可能像知识灌输那样立竿见影，如果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都能做一个教学的有 心人，就一定能够实现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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