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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解读思考转变——部编初中历史教材教学实践探微 
◆李万晖 

（重庆融汇清华实验中学校  401320） 

 
摘要：本文对部编初中历史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解决初中历史教学问题的对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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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编初中历史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出的问题 
部编初中历史教材在刚刚进入教学体系的时候存在着诸多

问题，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教师在教学中
容易顾此失彼、难以顾全大局。新教材的使用和熟悉需要经过一
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从目前来看，教师运用部编教材教学
的时候呈现出如下弊端： 

第一，根据旧的经验来解读新的教材。 
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思维要在一朝一夕之内改变是不现

实的，很多教师多年来的教学惯性已经成为难以磨灭的习惯和记
忆，在运用新教材的过程中难免会套用旧的经验和思路。如教师
在讲授《原始农耕生活》这一章节内容时，不认真地研读教材内
容涉及的深意和内涵，依然按照氏族部落的模块卡站教学，就会
忽视新增的“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教学内容的教学，导致学生
丧失对重要知识点的把握。 

第二，强调基础知识的记忆而忽视了历史综合素养的培养。 
受到应试教育思想和学生升学压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部分

教师在教学中不自觉地陷入到急功近利的怪圈之中，他们总是想
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讲出来，导致学生在不能理解的情况下只能死
记硬背，难以领会到教材章节安排和内容设置的用意，最终致使
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流于形式。在教师成为主体、学生成为被动
的信息接收者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学质量是难以得到有效的提
升的。以《丝绸之路》相关知识点的教学为例，课本之中插图已
经明确地画出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图，这是提升学生对丝绸之路感
性认识和具象认识的直接素材，是教师提升教学趣味性和实际性
的主要途径。教师还可以借此机会与现实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
政策联系在一起，通过良好的情景创设来引导学生运用历史事实
来解决现实情景下的问题，更让明白理解一带一路经济带对我国
发展的战略意义，体会到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然而
可惜的是，很多教师在教学之中仅仅是是对丝绸之路的相关知识
点进行整理和梳理，将其简单、直接得概括为从长安开始，途径
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最后到达欧洲的一条经济路线，
导致学生最后只能死记硬背。 

第三，徒有新颖的教学形式，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教学内容
的深入挖掘。 

教学活动设计体现了教学的教学意图和教学目标，教师在处
理教材和解读教材的过程中往往看不到明确的教学策略和教学
定位，也没有对学情和学生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有一些
教师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把握应该重点、着重地讲述哪些教学内
容，应当一带而过、轻描淡写地讲述哪些知识点，导致教学形式
看似新颖独特，但是却没有形成对教学内容的深入挖掘。以《两
汉的科技与文化》这一章节的教学内容为例，各个子目之间的内
容虽然互不关联，但是却是一条完整的历史主线。部分在教学模
块上设计了司马迁、造纸术、华佗、张仲景与医学、宗教的传播
四个教学模块开展教学，让学生从史学、科技、医学和宗教等维
度来了解两汉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速度和程度。教师也引导学生
以小组学习的形式对四方面知识的某一方面进行资料收集和整
理，并在课堂上分享学习成果，用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
可以说，这种教学形式是新颖的，但是部分教师在实际执行的时
候容易忽视如下问题：小组成员的素质高低不一，教学形式虽有
创意，但是部分学生依然没有参与之中；课中案的学习模式是一
种固定了学习内容的学习方式，学生依然没有摆脱被动接受知识
的状态；小组成员对本组之外的教学内容缺乏关心，没有形成学
习意识，最终成为观众的角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对两汉时
期科技、文化背后发展的历史素颜和社会根源进行深入挖掘。 

二、解决初中历史教学问题的策略阐述 
（一）准确解读，抽丝剥茧，呈现历史逻辑 
第一，教师需要通读教材，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教材编写意

图、不同章节内容之间的逻辑内在关联。 
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准确地对教材内容呈现出的育人目标进

行深入挖掘和定位。新的部编教材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按照历
史发展时序，采取点-线融合的历史呈现方式，目的在于通过课
堂教学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实现以德树人的教学目标，引导
学生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
成为祖国真正的栋梁。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和教学目
的相关的史实和史事，从民族文化、历史演变、客观发展的视角
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方向。 

第二，教师要读懂教材，把握每一个单元在教材体系中的意
义和作用。 

教师要对各个单元的设计思路有清晰的认知。以秦汉时期的
历史教学为例，单元主题以通史时序为顺序进行教学编纂，以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时代特征，向学生展示了国家初步得到巩固
的这一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说法要比大一统这个词汇
更加直接和具体，学生更容易接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国家的
统一一直是一个不变的趋势，即便是在割据时期，也是朝着统一
的走向。教师从封建国家教学的开始就向学生阐述上述的观点，
会让学生形成对国家统一重要性的足够认识，便于学生形成对国
家的认同感，使其能够意识到主权和疆域的意义。 

第三，教师要读透教材，从微观的角度把握好每一课时教材
的编写意图、内容安排的深意，体会到教材每一句话、每一处资
源的作用。 

在把握文本背后的深刻内涵之后，教师可以在把握重点的基
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细枝末节的删减，根据单元教学主题予以
提纲挈领，在丰富的教材内容之中进行延伸、重新架构和适当增
减，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善于挖掘隐性知识和核心知识，将教材的
教育价值挖掘出来。读透教材之后，教师才能深入地解决的教材，
从漫长的历史史实之中抽丝剥茧地为学生呈现出历史发展背后
的必然逻辑，让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避免教学陷
入到死记硬背的怪圈之中。 

（二）深入思考，优化设计，落实核心素养 
第一，要明确教学目标。 

在理解教材编写意图之后，教师可以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部编
初中历史教材已经有目的地在教材中融入了历史核心素养的培
养成果，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在历史阐释和叙
述中加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新教材之中以大量的历史年
表和历史地图来塑造学生的时空观念，还通过丰富的史物资料和
文献说明来传达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证据研究，为培养学
生的历史核心素养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在确立教学目标时，教师
要将历史资料、教材内容和三维教学目标充分地关联到一起。在
课时教学中传达重点的历史知识点和内容，在时空观念传输和史
料实证资料的呈现过程中渗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
目标的教学，通过多元化的历史分析视角来提升学生历史学科素
养，让学生全面、综合地感受历史学习的魅力。明确的教学目标
才能让教师的教学有的放矢，也才能让教学达到思接千载、心鹜
八极的水平。 

第二，进行教学内容整合，呈现出新教材的变化。 
部编新教材突破了传统教材的编排方式，取消小字呈现方

式，通篇以大字体的形式进行教学内容呈现，这样重点内容分散
呈现，虽然教材看起来形散，但是整本教材的神却聚了起来。新
教材的编写兼顾了智慧、情感和道德，涵盖了新课程标准要求的
主干框架，并通过史料详实、内容丰富的教学形式来彰显了历史
的学科特征。教师在教学时需要转变知识立意教学观，从素养立
意的视角着手，突出历史学科本身的特色，在结合学生实际的基
础上将分散的重点内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进行课文逻辑梳理，
在设计彰显历史韵味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针对性地融入历史核
心素养教学，将历史和现实对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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