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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用教学设计落实核心素养 
——以《辛亥革命》为例 

◆王  翔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桂洲中学） 

 
摘要：新时代新课改，新素养新课标，新要求新任务，高中历史课堂追
求有效、高效；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落实时空观念、唯物史观、

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五大素养，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教学设

计。教学设计要科学合理，又必须要结合新教学模式，《辛亥革命》课例
运用了“做中学”教学模式具体设计为利用合作探究展示和问题任务驱

动模式落实历史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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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从“为何学”入手，确定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教学的
目的；根据教学目的，进一步确定通过哪些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才能达到教学目的，从而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即确定“学
什么”；要实现具体的教学目标，使学生掌握需要的教学内容，
应采用什么策略，即“如何学”；运用“做中学”模式下的合作
探究展示和问题任务驱动模式，解决如何学的问题，进而实现“学
什么”的目标。 

“做中学”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又是一种教育内容和方法，
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作为科学教育的一种形式，它体现着素
质教育的目的和精神。“做中学”的教学流程有其鲜明的特色和
基本模式，“做中学”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动手能力，
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是科学启蒙教育的重要形式。桂
洲中学“做中学”课改开展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辛
亥革命》课例运用“做中学”教学模式。以实现学生主体，教师
主导。具体设计为利用合作探究展示和问题任务驱动模式落实历
史核心素养（唯物史观，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家国
情怀）。 

[辛亥革命课例] 
[课程标准]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理解辛亥革命

与中华民国建立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和局限性。 
[教材分析]本课处于必修一第四单元中华民族的奋起部分，

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一部分，上启维新变法，下承无产阶级革命；
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上启太平天国，下承新民主主义革命；
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上启洋务运动，下承五四运动，是中国
20 世纪的转折。同时也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外
交流融合的体现；是世界民族独立的一部分，是家国情怀的体现。
故本课对于学习中国史、世界史都至关重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是核心枢纽地位。 

[教学过程及设计意图] 
一．过程：导入 
具体：视频及提问学生了解的辛亥革命？ 
提供材料：《武昌起义》视频 
核心素养 落实：1 视频的直观性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2 提

问可以更好地掌握学情。 
二：合作展示：孙中山的圆梦历程 
追梦组：1、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

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雷颐《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  

提供多样化的史料，有体现计量史学的史料，有图片二手史
料，有文献一手二手史料，进而培养学生分析史料，论从史出，
史料实证的历史学习素养。2 将辛亥革命的背景嵌入追梦主线，
通过学生展示的方式感同身受当时孙中山选择革命，选择共和，
追求天下为公的必要性、可能性及爱国性。 

圆梦组：提供体现史实的、体现史识的和体现数据的；关乎
政治的、关乎法制的、关乎经济的和关乎社会的文献史料，全面
深刻地总结辛亥革命的成就和意义，理解近代化的含义及承续
性。锻炼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同时结合 PPT 历史图片展示，
增强直观性。 2 通过设计孙中山的圆梦历程这一主线串联本课

的主要内容，运用小组合作的模式结合 PPT 让学生展示梳理三
民主义、武昌起义、民国成立、宪法颁布、推翻帝制及革命妥协
等课标要求的核心。展示完之后，全班同学对小组进行评价。 

残梦组：提供列宁所述革命成败的标准，学生合作分析辛亥
革命的成功性和妥协性，学会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唯物主义方法。2 提供《同盟会宣言》一手史料，分析理解一切
历史都是当代史。3 联系民国的真实情景，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华
民国建立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和局限性。 

遗梦组：孙中山本人曾多次公开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
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
并且是一个好朋友。”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曾指出：“我们
研究党史，只从 1921 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
说起差不多，”“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
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据材料及课本 20 课内容比较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毛
泽东领导的革命。 

贯彻合作探究展示和问题任务驱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
和社会情绪控制能力，让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实现素
质教育目标。 

教师总结：唯物史观。 1 小结本课核心内容。2 运用唯物史
观解读辛亥革命的五性，让学生理解并学会用唯物史观解释历
史，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思维拓展：中外对比。 训练学生辩证思维能力，敢于质疑，
勤于横向纵向等的联系比较，古今中外，贯通历史。  在一个具
有师生互动、学生间互动的环境中，由学生主动进行的探究过程。
感悟革命精神，升华本课内容,立德树人。 

合作讨论：纪念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小组讨论，发言。《中
国梦．圆梦一代》视频。呼应导入部分“学生所了解的辛亥革命”，
感悟革命精神，升华本课内容,立德树人。 

巩固练习，选择题。难度适中，穿插于“孙中山圆梦历程”
展示的过程间隙。及时巩固。 

一周总评：讨论优秀组  展示优秀组  质疑优秀组 
“做中学”的理念就在于“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我记

住了；我做了，我明白了”。不仅让学生学到具体的知识，更重
要的是培养学生会使用学到的知识。《辛亥革命》课例运用做中
学模式，能够高效地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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