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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新教材和旧教材在世界史部分的对比
刘文萍

辽宁省本溪市第一中学　117000

摘　要：义务教育阶段的统编版教科书己经投入使用，与其接轨的统编版高中教科书也需要做好准备。统编版高中历史教科

书作为新时期课程改革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实现社会和国家通过高中历史课程达到的目标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

与学生学习效果好坏有着直接关系，更决定着新时期对于学生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怀的塑造要求。因此，研究统编版高中历史

教科书，探究其所展现的特性及使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对统编新教材和旧教材在世界史部分的对比

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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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历史统编版的优势

（一）注重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新教材最大的革新点就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这一新内

容新要求，不仅与国际教育水平接轨，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新教材围绕培养学生唯物史观等历史学科五个核心素

养，在内容的编排与设计上，着力于在叙述课文正文、取舍

补充文材料、设计辅助系统等方面，建立它们与培育历史学

科核心的内在联系。通过核心素养的培养，指导学生提升适

应社会、自身终身发展所需要的能力以及必备品格，具备对

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先进的时代意识。人生成长阶段中高中乃

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培育核心素养，有助于学

生形成良好的历史情感与思维，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可以

得到落实贯彻。

（二）注重史观变化，展现时代意识

现行史学研究的水平与状态，对教科书编纂也有投射。

统编版教材中展露了史观方面的变化，全球史观在叙述视角

上更为突出，近现代史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愈发密切，

文明碰撞，很多方面是不能分开叙述的。新教材的选择性必

修部分大体上分为三个专题，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取

代以王朝序列和国家为中心，将中国融入世界，建立了一个

普遍联系的世界，学生可以获得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观感，并

深入了解各历史要素间的逻辑结构。

二、统编新旧教材世界史部分的对比分析

（一）内容丰富详实，涵盖的范围较广

这样的特点是与 2011 年版课程标准的要求相适应的。比
如，2011 年版课程标准中对于古代埃及的内容要求是“知道
金字塔，初步了解古埃及文明”。这条课程标准首先指出古代

埃及内容的重点是金字塔，同时也提出了对古埃及文明的初

步了解。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即文明。关于文明

的概念，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品《全球通史》中这样

解释文明：“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

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

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

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等。”所以，新版统编版从古代埃及天

文学（太阳历）、数学、文字（象形文字）医学（木乃伊）、

建筑（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以及法老的统治等方面出发，

较为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古代埃及文明。此外，新版统编版也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从国家的政治权力、文字、社会阶级、

艺术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

因此，新版统编版历史教科书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注重涵盖

较广的知识点，以提供较为丰富详细的历史知识。

（二）知识结构完整，具有时序性

新版统编版世界古代史部分的具体内容在编排上具有时

序性，呈现出点一线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

基础上进而掌握历史发展的线索。比如第 4 课《希腊城邦和
亚历山大帝国》一共有三个子目，分别是“希腊城邦”、“雅

典的民主政治”以及“亚历山大帝国”。这一课将亚历山大东

征的内容紧接着希腊雅典城邦的内容，从而呈现出较为完整

的古代希腊知识结构，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掌握古代希腊的

发展历程。此外，时空观念作为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是指“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

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在这一方面，新版统编版编写了较多

具有严谨完善图例的历史地图，帮助学生学会运用时序与地

域来理解和判断历史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初三学生初

步接轨高中历史学科的要求，为初三学生在中考总复习和高

中阶段的历史学习打下基础。

（三）突出了历史人物的贡献

历史人物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创造主体，对历史的

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上文第二章可知，与旧版统编

版相比，在对历史人物叙述和评价方面，新版统编版初中历

史教科书的叙述内容更为全面，并且符合 2011 年版历史课程
标准的要求。此外，新版统编版增加设置了“人物扫描”栏

目，独立介绍相关历史人物的具体内容。这种方式更能够突

出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帮助学生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

也可以进一步地引导学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三、结语

统编版教材给予高中历史教师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如何

平衡教材内容与考试，在课堂教学中贯彻落实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践行为学生减负这些问题，需要高中历史教师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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