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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初中历史教材的对比研究

——以统编版七上第 3 课《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为例

刘雅如　吴晓莉 *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7

摘　要：《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并倡导核心素养的落地，以此为依据的新修统

编版历史教材应运而生。通过将新修统编版历史教材与基于《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编写的部编版初中历

史教材比较，并在研究过程中以“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为例，对比两种教材的课标内容要求与正文以及辅助系统具体情况，

分析探讨新修统编版历史教材的新变化及背后的原因，以便更好地帮助初中历史教师把握好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好教材，

同时也为强化历史教学效果，持续促进学生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的培养与生发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新教材；核心素养；教学

1. 新旧教材“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内容分析

1.1 课标内容要求：对 2011 版课标的继承完善

义务教育历史教材的编写以相应地历史课程标准为依

据，不同版本历史课程标准指导下的历史教材各具特点，

课程内容要求也不尽相同。与《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2011 版课标”）相比，《义务教育

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2022 版课标”）

关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的内容要求阐述变化较大。

为更直观地感受这一变化，特列表 1 进行比较分析。

表 1  2011 版课标与 2022 版课标“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内容要

求对比

中国古代史内容介绍 内容要求

2011版课标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

广，促进了农业发展。各诸侯国的变

法推动了社会进步，思想文化出现了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知道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

战争，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

通过商鞅变法，认识改革使秦

国逐渐强大起来。

2022版课标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

广，促进了农业发展。各诸侯国的变

法推动了社会进步，思想文化出现了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通过了解这一时期的生产力

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初步理解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等改革；通过都

江堰工程，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创造力。

首先，在课程内容部分，2011 版课标与 2022 版课标

对“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的阐述一致，都从经济、政

治方面介绍了战国时期的变化，并且提到了本课中学生

需要掌握的重要史实，包括铁器牛耕的推广、政治变法

改革等。但两版课标都未提及战国时期手工业、商业方

面的发展状况。

其次，在内容要求方面，2011 版课标要求学生们知道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

变化，重点是通过商鞅变法来认识改革是使秦国逐渐强大

起来的重要原因。2011 版课标直接向学生点明商鞅变法对

秦国的重要意义，既帮助学生建立商鞅变法与第三单元秦

灭六国知识点的联系，同时有利于启发学生对改革的认识

与思考。但该版课标未对都江堰的知识作出要求。2022 版

课标将教材中的重要知识点按照逻辑关系联系起来，从唯

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要求学生通过了解战国时期的生产力

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初步理解商鞅变法改革。同时，

2022 版课标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知识点的扩充，新增了对于

都江堰工程的内容要求，即通过都江堰工程感受古代劳动

人民的智慧和创作。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涵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

整体来说，两版课标都以学生为主体，制定了符合学

情的内容要求。但 2022 版课标涉及的内容更全面，对学生

的要求更高，重在突出对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

1.2 课文正文系统：凸显教材基础性

课文正文系统的主体内容，是课程内容的集中体现。[1]

通过正文系统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历史基本史实，理清

历史发展脉络与线索，对这一时期历史面貌形成较为全面

的认识。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战国时期的发

展概况，在 2022 版课标指导下，新修统编版历史教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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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新教材”）从课文子目名称到内容的选取与编写

都进行了更改。

从课文子目名称看，新教材在表述上与旧教材有了较

大的变化。借助表 2 可以发现，第一，新教材使用“社会变革”

代替旧教材的“社会变化”。社会变革即社会发生变迁与

转型，“泛指任何社会现象的变更，包括社会的一切宏观

和微观的变迁，社会纵向的前进和后退，社会横向的分化

和整合，社会结构的常态和异态变迁，社会的量变和质变，

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变化等。[2] 相

对于“社会变化”，“社会变革”一词突出了战国时期在

社会制度、结构方面发生的变革更为根本，并强调了变革

带来的深远影响。第二，新教材第三子目标题更改为“战

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前面的子目呈并列关系，内容包

含了战国时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利等各方面的发

展状况。与旧教材只介绍都江堰相比，教材子目的逻辑关

系更加明显，内容也更加全面、综合。

表 2  新旧教材课文、子目名称对比

课文名称 子目名称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

造福千秋的都江堰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战国七雄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从内容的选取与表述来看，新旧教材关于战国时期的

变革都是围绕七国兼并战争、政治变革以及经济发展三方

面展开，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通过表 3，可以很直观地看

出，新教材在这一部分最大的变化在于增补了更多最基本、

最重要和最典型的史实，对战国时期各方面变革的介绍增

加了更多的历史细节描述，其中以“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子目内容变动最大。具体表现为：在旧教材的基础上增加

了孟子对战争残酷的描述、战争的性质由争霸变为兼并、

李悝变法、吴起变法、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等知识，有助于学生对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

面的变革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在历史细节刻画部

分，如介绍七国兼并战争的惨烈时，补充了孟子“争地以

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描述；介绍商鞅

变法时，增加“商鞅先后两次进行变法”，将“使秦国的

国力大为增强”更改为“变法使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等，

使知识点具体化。此外，新教材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

更加客观，删掉了带情感色彩或者绝对性的表达，如将“维

系周王室统治的各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改为“走向瓦解”、

“强大的诸侯们”改为“诸侯们”等。最后，新教材根据

子目重新调整知识内容位置，将旧教材第二子目的铁制工

具和牛耕使用进一步推广的知识整合到新教材第三子目中，

使战国时期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内容板块更明确和系统。

表 3  新旧教材“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内容的选取与表述对比

内容版本 内容经过

旧教材（2016年版）

维系周王室统治的各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战国七雄；七国相

互之间开展兼并战争；秦国逐渐成为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对

东方六国构成威胁；铁制工具和牛耕的使用进一步推广；各诸

侯国统治者实行变法改革；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修建都

江堰

新教材（2024年版）

我国历史进入东周后期即进入战国时期；维系周王室统治的各

种制度走向瓦解；战国七雄；七国凭借强大的军力进行战争且

战争的性质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变为兼并；李悝变法；吴起变法；

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农业生产进一

步发展、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商业日益发达；修建都江堰

1.3 课文辅助系统：对正文系统的深化与拓展

辅文系统“从属于课文系统的体例结构，是教科书不

可缺少的构成体系，是体现教学方法的部分，是教科书整

体系统的子系统。”[3] 课文辅助系统作为教材重要的组成部

分之一，与正文系统相辅相成，是对正文系统的深化与拓展。

单元导语、课前引言、插图、地图、相关史事、任务扫描、

材料研读、课后活动、知识拓展等都属于课文辅助系统，

按照其在课文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课前栏目、

课中栏目、课后栏目。

1.3.1 课前栏目

单元导语、课前引言都具有课前导学功能，因此文章

将二者划分在课前栏目。旧教材处于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

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的第四课。单元导语对其内容概述

为：“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周天子的统治权威衰落，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与巨变之中，

兼并战争、制度变革的繁荣，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新教材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奴隶制王朝的更替和向封

建社会的过渡”的导语中涉及该时期的内容表述为：“进

入春秋战国后，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周天子的

统治权威衰落，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与变革中；诸侯争霸、

大国兼并、经济发展、制度变革，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关于战国时期特征的描述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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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诸侯争霸、大国兼并以及经济发展的特点。同时，

这些特征也是对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奴隶制王朝的更

替和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标题的呼应，即包括诸侯争霸、

大国兼并、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进一

步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加速了中国从奴隶制

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同时，在单元导语中，新教材多

了关于整个单元的时间轴以及单元学习目标。利用时间轴

展示夏商周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及其时间节点，有利

于学生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脉络形成清晰的认识，同时明确

本节课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时空点，培养学生的

时空观念素养；而单元学习目标的设置既有助于学生开展

自主学习，同时也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参考，便于教

师开展大单元学习。

在课前引言部分，旧教材和新教材都采用了情境导入

法，区别在于旧教材仅使用文字信息设置情境，新教材则

采用图文并茂的情境导入。旧教材通过唐朝胡曾的诗句“七

雄戈戟乱如麻，四海无人得坐家”，介绍了战国时期战事

连绵、干戈不息，进而提出设问“当时的政治局面是怎样的？

出现了什么样的重大变革？”这两问刚好对应了教材中的

三个子目内容，既有助于引起学生的思考，又加强了引言

与正文内容的衔接性。新教材使用了《战国策》的言论“万

乘之国七……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并在文

字右侧配以《战国策》书影的图片，强调了战国时期的战

争频繁不断。初一学生正处于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

思维过渡的阶段，但仍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对于直观、

生动的教学方式更感兴趣，新教材增加图片导入更容易吸

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材料最后的提问“随

着频繁的战争，当时的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具有开

放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思考。

1.3.2 课中栏目

据表 4 可以发现，旧教材与新教材在课中栏目类型设

置大体一致，其中，旧教材中“问题思考”“地图”栏目

的表述在新教材中分别更改为“想一想”“读地图”。“想

一想”表述更加贴近这一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而“读

地图”则是在地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学生阅读地图的要求和

丰富了“战国形势图”图例。新教材将传统意义上的“看

地图”要求改为“读地图”，让学生根据所设置的问题引

导学生读地图，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理解和提升其

看图读史的能力，同时也是对新教材新增内容“学史方法”

中“如何阅读历史地图”的有效练习。从课中栏目内容选

取与表述来看，相关史事、人物扫描以及插图栏目的变动

较大。在相关史事栏目，旧教材选取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

兵力情况和都江堰灌溉面积情况两项内容；而新教材选取

了战国时期秦赵两国交战情况以及赵国变法相关内容。这

种变化源于新教材内容的变动，正如前文所分析，新教材

增加了各诸侯国政治变法的内容，减少了对都江堰的介绍。

在人物扫描部分，新教材增加了对李冰的介绍，而关于商

鞅变法的介绍，新教材则是在旧教材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

表 4  新旧教材课中栏目内容对比

课中栏目
教材版本

旧教材（2016年版） 新教材（2024年版）

问题思考（旧教材说法）

想一想（新教材说法）

设想一下，当时的人民对连绵不断

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最

渴望的是什么?

当时的民众对连绵不断的战争有什么样的

感受？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

地图（旧教材说法）

读地图（新教材说法）
战国形势图；都江堰示意图

战国形势图 1.指出战国七雄的位置 2.指

出修筑长城的诸侯国。

相关史事

1.春秋时期，大的诸侯国兵力也不

过六七万人。而在战国时期，随着

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军队人数成

倍增加，如秦、楚两国的兵力都达

百万，齐、赵、魏、韩、燕等国的

兵力也都有数十万。

2.都江堰建成之初，灌溉面积五六

十万亩。后来逐渐伸展到 13个县，

支流和渠道有 500多条，灌溉面积

300多万亩。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

不断维护和修整，都江堰的灌溉面

积不断扩大，超过 1000万亩。

1.公元前 260年，秦国和赵国双方主力在

长平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白起指挥秦军一

举全歼赵括所统率的赵军主力 40余万人，

打赢了战国时期最大规模的歼灭战，加速

了日后秦统一中国的进程。

2.战国中期，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学习北方

游牧民族，组建骑兵部队，并且命部下穿

着上衣下裤的胡服，以便骑乘。自胡服骑

射以后，赵国军事实力增强，涌现出廉颇、

李牧、赵奢等诸多名将，成为战国后期六

国中能与当时最强大的秦国相抗衡的诸

国。

人物扫描

1.商鞅出生于卫国，又称卫鞅、公

孙鞅，后因功被秦国封于商
①
，因而

被称为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学”，

在魏相手下做过官。入秦后，以强

国之术说动秦孝公，主持变法。变

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死

后，商鞅遭证陷。商鞅起兵反抗，

兵败被车裂。

1.商鞅（约公元前 390—前 338），出生于

卫国，“少好刑名之学”。入秦后，他在

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变法使得秦

国迅速崛起，但相关措施也损害了旧贵族

的利益，引起他们对商鞅的仇视。秦孝公

死后，商鞅遭诬陷，起兵反抗，兵败被杀。

商鞅虽死，但他制定的新法在秦国继续得

到推行。

2.李冰任郡守后，和他的儿子在都安县
①

带领民众兴建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时称“都

安堰”，宋元后称“都江堰”。李冰父子 为

修建都江堰，详细考察水情和地势，因地

制宜地制定了工程的规划方案及施工方

法，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和创造性。李冰

还治 理大渡河、开发岷山，对蜀郡的发展

作出很大贡献。

图表 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插图
铜冰鉴、战国铜壶商鞅铜方量、李

冰石像、都江堰

战国铜壶及纹饰展开图、商鞅方升、战国

时期双镰铁范、战国时期青铜冰鉴、战国

时期楚国龙凤虎纹丝织物、李冰（生卒年

不详）石像、今日都江堰

材料研读

1.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

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战国策·秦策一》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商鞅是怎样推行

改革的?

2.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都

江堰建成后，“水早从人，不知饥

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也”。

想一想，都江堰的建成对周边地区

的农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1.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 平无私，罚不

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战国策·秦策一》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商鞅“治秦”具有什么

特点？

2.（都江堰建成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华阳国志·蜀志》

想一想：都江堰的建成对周边地区的农业

发展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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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及其变法对秦国以及后世的重要意义，可以看出，新

教材更加突出多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在插图栏目，

新旧教材插图多为历史文物图，新教材插图数量由原来的

4 张增至 7 张，且新增的图片主要是对教材第三子目“战国

时期的经济发展”的信息补充，图文结合更有利于加深学

生对正文内容的理解、拓展学生视野。同时，历史文物图

片的使用一方面能够增加历史真实感，另一方面也更加容

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1.3.3 课后栏目

新旧教材课后栏目都设置了课后活动与知识拓展，区

别在于选取的内容不同。在课后活动部分，新旧教材都设

置了“商鞅变法后，秦国统治者不废新法的原因”的探究

性问题，有利于挖掘知识深度，拓展学生的学习思维，培

养学生的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第二问中，新教材在旧教材

基础上进一步让学生选择战国时期的成语并组队编排成历

史短剧进行表演。让学生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感知历史、

增强历史认同感、提升学习兴趣，又符合“双减”背景下

学生作业要具有创新性、多样化、灵活化和个性化的要求。

在知识拓展部分，旧教材介绍了都江堰稳定的特点，而新

教材是关于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介绍，既是对教材第

一子目“战国七雄”的补充与拓展，也与第三单元中“秦

能灭六国、一统中国原因”知识点进行了有效衔接。

2. 初中历史新教材的教学建议

2.1 注重教材新变化，确立核心素养学习目标

正如前文所分析，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在课程标准

指导、正文内容、辅助系统等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教师

只有把握好教材的新变化，才能更好的在教学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目标作为教学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对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起到指引性、规定性的作用。
[4] 教师依托新教材的调整之后的知识点，从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的角度制度学习目标，并在核心素养目标指引下最终推

进核心素养的落地。以“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为例，根

据前文所述可以设计如下素养目标：1. 通过组织学生阅读

文本掌握战国兼并战争发生的背景与目的，通过史料开展

合作探究，能够理解兼并战争的性质与影响，认识到战争

的残酷并树立和平信念。2. 通过对比春秋争霸形势图和战

国形势图，能够在地图上找出战国七雄的位置和重要战争

发生的空间位置。3. 通过播放视频和展示史料，分组合作

探究，能够掌握并概括商鞅变法的内容、意义，并初步认

识变法变革对社会转型的作用。4. 通过展示相关文物图片，

能够理解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原因及表现，

通过播放都江堰相关视频，了解都江堰概括，感悟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精神。在具体实践中，以素养目标 4

的落实为例，教师在介绍都江堰时，可以播放李冰如何带

领民众修建都江堰的视频，为学生创设真实的历史情境，

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体会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勤

劳，感受都江堰这一伟大创举，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2 大概念整合知识，促进学生结构化学习

2022 版课标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教学建议部分明确指

出，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整合教学内容，以帮助学生建立

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而通过大概念教学能够有效达成此目

标。历史教材中的大概念组成历史发展的主干，反映了历

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核心内容，能够统摄该阶段具有各种内

在联系的大量历史知识，并提供理解知识、研究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或关键工具。[5] 因此历史教师应主动梳理

新教材内容提取大概念，并围绕大概念使知识结构化、把

握知识之间的“突触”进行结构化教学。学生通过结构化

学习有利于形成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和解决问题的结构化思

维，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促进对这一知识点

的深度理解。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得

到培养。比如，可以用“社会变革”统摄战国时期的历史，

教材中兼并战争、商鞅变法、铁器牛耕使用进一步推广、

手工业商业日益发达、修筑都江堰等基本史实可以设定为

一级知识，其上再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方面，

将它们设定为二级的社会各方各面变化的框架，如此便形

成一个结构。此结构内，战国时期内其它再多的知识也有

了意义。如要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学生自动在“社

会变革”大概念下找到关于战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并与战国前后的春秋时期社会变化和

秦汉时期社会状况进行对比，方可进一步理解生产力发展

对社会关系变动的推动作用。

2.3 问题驱动学习，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2022 版课标解读强调核心素养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中表现出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因此，历史

教师以问题探究和学习任务设计贯穿教学过程，在解决问

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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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具体表现为：要在

梳理和把握教材内容逻辑的基础上，依据课标、教学内容、

学情等设置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学习任务，形成指向历史核

心素养的层次性问题链，使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把握知识内核、发展高阶思维、迁移和应用知识，

从而有计划、有方向地达成丰富而复杂的学习目标。以《战

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中“商鞅变法”为例，在评价商鞅变

法时，可以设计“我眼中的商鞅变法”问题探究环节，通

过一组递进式问题（见表 5），引导学生认识商鞅变法的重

要意义。首先通过问题一让学生清楚商鞅变法改革维护的

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意味着必将触犯旧贵族的利益。

学生基于这一点认识，理解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迅速崛起，

但是变法相关措施因为损坏旧贵族利益，最终商鞅被杀。

前两个问题为学生设置了一个认知冲突，即商鞅变法的主

持者最终车裂而死，那这场变法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在

问题探究中，学生理解衡量变法是否成功的标准，即变法

目的是否达成、变法是否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进一

步认识到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同时改革也并

非一帆风顺。教师通过层层递进式的提问，引发学生疑惑、

思考，既有助于学生唯物史观、历史解释等核心素养的形成，

又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表 5  “我眼中的商鞅变法”探究活动问题设置情况

问题一 商鞅变法有利于哪个阶级？

问题二
商鞅变法中推行的法令最终有没有实现富国

强兵的目的？

问题三
商鞅最终车裂而死，这场变法是成功了，还

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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