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05　新时代教育·课堂天地88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浅谈智慧课堂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构建
龙剑霞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中学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本文基于西方视域下借助多角度史料来比较和分析近代前夜中国形象变化的原因，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与

更多元的学习途径，引导学生深度参与学习，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激发学生学习智慧和教师教学智慧，探索高中历史智

慧课堂模式，达成师生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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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
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
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
获得［1］。基于以上的认识，教师教授岳麓版高一必修经济史
《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一课时，寻找多媒体环境下进行历
史教学教育改革的新切入口，进行了智能化教学空间的探索。

一、前置学习环节，善用信息化多元手段
《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是必修二第一单元结束课，属

于经济范畴。以文明史观和现代史观的视角看，这一课是农
耕文明发展中呈现出新的经济因素，上可承农耕经济发展的
延脉，下可起近代之曙光，对经济转型的探讨产生意义。以全
球史观和整体史观的视角看，东西方几乎在同时代不同的经
济土壤里，萌生了同一经济萌芽，并在国情要素下向着可行的
方向伸展着触角。从研究意义出发，“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
的“发展”，应该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主导地位，因此“发展”
的中心和“迟滞”的理解，都应在宽泛的国际视野上讨论。

据此，本课课程选择了基于西方视域下借助多角度史料
比较和分析近代前夜中国形象变化的原因这一新视角。形象
研究的核心是他者视域下的形象，形象的塑造是文化、语言
和历史诸多因素的综合。法国学者将形象界定为民族间游记
与想象性诠释［2］，西方对中国的形象塑造历史悠久，文学作
品、报刊杂志、影视文化、游历文本成为西方传播中国形象
的基本途径和载体 ［3］。在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形象呈现
不同的形式。所以，学生自选研究课题，自主制定分组原则，
组成研究小组，自行确定研究途径、方法、选择技术工具。
基于多媒体的各种历史教学资源都能为学生和历史教师提供
信息搭建起一个无墙课堂，随时随地提供服务。学会在浩繁
的历史知识领域提高历史

认知能力，获得优质历史学习资源。

二、自主设计展示，合作探究交互展新意
必修二第一单元伊始，我们便实施此课题学习方案，

经过三个周末的课题小组自主研讨学习，正式上本课（两
课时）。

首先，本课第一课时，选择“理想国度（13 世纪 -18 世
纪中叶）”主题的三个研讨小组（每组六人），在各自的理解
角度和资料共享过程中，细化了研究方向来论证大主题：

微视角一，中世纪时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 世
纪—15 世纪）小组提供的探究成果。

小组展示：该小组长通过希沃授课助手的实物投影功能
展示小组研讨成果，从传教士、旅行者和文学家三种人的来
华游历文本中提取有效信息，以图表归纳和材料呈现。中世
纪，随着十字军东征和元朝西进，中欧之间的交往频繁。出
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西方传教士逐渐来到中国；为了拓展时

间和空间概念，西方旅行者来华探求地中海以外的世界；为
了文学创作的需要，西方作家在中国旅行时开始编撰和创作
中国文学。他们把中国作为最高级的理想游历目的地。传教
士、旅行者和作家的各种图像和文本交织在一起，描绘出生
动、美好、富裕的中国形象。

教师引导： 直至 13 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
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欧洲才开始第一
次真正了解中国，这三种人的游历文本里的记载，为西方人
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
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
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最后，本课的第二课时，选择“时代视角之析”主题的
两个研讨小组（每组六人）围绕一个核心命题来展开自由讨
论：任何社会都通过塑造自己的形象来实现文明交流的内外
协调和对外拓展的功能。

学生辩论论据主要围绕 18 世纪中后期，就在西方中国形
象达到其辉煌的顶点的时候，也开始逐渐暗淡了下来，直至
彻底逆转。究其根源，除了清帝国自身的衰败之外，另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自身期待视野的改变而展开。

教师总结：任何社会都通过塑造自己的形象来实现文明
交流的内外协调和对外拓展的功能。从中世纪晚期到 18 世
纪初，中国的形象被大多数西方人描述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文
明楷模和人类道德秩序的典范。尤其是在 16-18 世纪的“中
国热”中，中国文明被启蒙思想家视为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
的典范，起到了传播启蒙世界、引领潮流的作用。进入 19 世
纪，，中国的美好形象在西方几乎荡然无存。促进这一转变的
原因既有中国自身历史现实，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的落后与衰败，又有形成中国形象的西方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历史背景，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突破时空限制，智慧课堂显课堂智慧
学生们精彩的成果展示，令人不得不感叹信息化平台构

建的智慧课堂的学习环境，不仅打破了学习空间和时间的局
限性，还促进相同学习需求和兴趣的学生自动形成学习共同
体。智慧历史课堂的交互性更让历史教学过程充满互动式的
多样化的体验，直接促成了学习方式、教学过程的变革，有
效地发展课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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