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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化学 习 的设计不是从项 目 或活动开

始 ，而是从期 待学生理解 和 掌握 的核心 知 识出

发
” ｍ３２

。 那么 ，历史与社会项 目化学 习 的设计起

点研究 ，
就是历史与社会项 目 化学习设计所指 向

的核心知识研究 。 如何探寻历史与社会项 目 化

学习设计所指向的核心知识 ，笔者试结合 ２０ １９ 年

浙江省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评审 等活动 的课例

谈
一些思考 。

一

、 历 史与社会项 目 化学 习 设计

的起点认知

“

项 目化学习 的设计需要寻找从核心概念到

关键概念再到知识点 的
一整套知识体系 。 这一

整套知 识体 系就是这个项 目 化学 习 的 核心 知

识
”ｍ４ ５

。 可以这么认为 ， 研究历史与社会项 目 化

学 习设计的核心知识 ，就是要寻找从历史与社会

核心概念到教学关键概念再到知识点 的
一整 套

知识体系 。

“

历史与社会学科核心素 养是学生在接受社

会历史与社会教育过程中 逐步形成的知识与技

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

表现 ， 是学生通过历史与社会学 习 ，能够体现出

的带有本学科特性的正确价值观念 、必备人文品

格和关键能力 ，
主要 由空 间感知 、历史意识 、

社会

参与 、综合思维 、家 国情怀等组成
”

［
２

］

。 因 此 ， 历

史与社会的核心概念指向 的是其核心素养 。

学科项 目 化学 习
“

从核心知识 的提 出 ， 到 挑

战问题的解决 ，
以及最后成果和评价的指 向

， 都

是学科 的 关键 问 题 ，
体现对学科 的本质性 理

解
”

因此 ，我们将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概念

的问题式表述称为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 ， 即

历史与社会课程实施过程 中 ，
为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或实现学科核心素养 目 标而必须解决的最基

本 、最紧要的学科重点 暨学习 难点 问题
［

３
］

。 历史

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是历史与社会核心 素养的

下位概念。

如何建构历史与社会项 目化学 习设计所指

向的核心知识体系 ，
我们可 以 用如下一张图表示

（ 图 １ ） ０

图 １

图 １ 中 ， 知识点是最小单位的知识 ，

一定程度

和数 ｌ

ｉ ｔ的知识点综合会形成历史 与社会领域的

学科概念
，若干个学科概念 的综合会形成再上一

级的概 念 ， 经过若干个层级后指 向 教学 关键 问

题
， 若干 个教 学关键 问题 的 综合 指 向 核心 素

养
ｌ

ｌ

ｌ

ｗ

。 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是核心素养从

大概念到学科概念到知识点的关键节点 。

在这张图 中 ，历史 与社会核心 素 养
“

过于宏

大和抽象 ，
和教材的差距太大

” ｍ ４３

，
以此为 直接

支撑的项 目化学习设计和学生的学习 过程 ， 比较

复杂 。 而最低层级的知识点 ，

“

难以抽象和迁移
，

只能
‘

就事论事 不适合进行项 目 化学 习 。

因此 ，我们需要在学科核心 素 养与知识点 间聚焦

一些比较中观的概念 ， 作为项 目 化学习 的支撑。

—般情况下
，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是我们在

项 目化学习 中最适合的支撑概念。

二 、 历 史与社会项 目 化学 习 设计

的起点实操

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研究 ，
始 自 ２０ １４ 年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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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课程教材中 心启 动的
“

中小学学科教学关

键问题实践研究
”

项 目 ，
牛学文 团队在 ２０ １６ 年 ８

月 出 版阶段性成果 《初 中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

题指导 》

一书 ，提炼了２８ 个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

问题 ，
为此还配套 了８９ 个相应的教学案 例和 １ １ ２

段微视频 ［

４
］

。 ２０２０ 年 ，
牛学文团 队

“

基于学科核

心素养 ，最终把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确定为

１ ５ 个
”

。 如何 以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

为关键节点建构项 目化学习设计所指 向的核心

知识体系 ，
我们可 以从以下三条路径进行梳理 。

（

一

） 基于课标条 目 的梳理

流
，还可 以从 内外 因的角度去分析 。

“

外因
，
即地

理环境 ，

‘

东有巨海
，
西有崇山

’‘

北阻沙漠
’ ‘

南穷

炎海
’

，具备了
‘

自 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 内 因 ，

我们可以探寻、分析教学关键问题背后的课

标条 目 ，
以建构项 目化学习设计所指 向 的核心知

识体系 。

如
“

梳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认识历

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认同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

史发展的主流
”

是历 史与社会教学关键问题之
一

。 该教学关键问题涉及的 《义务教育历史与社

会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的内 容 目标有七条 ，将

相应条 目 和要点提示摘录 出来 ， 通过合并概括后

如下表 ：

族间的文化交融
，
最终完整 的 中 华民族的形成

，

具备了文化上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

［

５
］

。 基于 以上

分析
，
以该教学关键 问题为核心节点的历史与社

内容 目 标 要点提示 （ 选摘 ） 合并概括 １ 合并概括 ２

１
－

１
－

４ 概述人类社会发展 的 一般过

程
，

认识人类历 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

主要阶段

人类 社会的发展
，

经历 了 从低级到 高

级 、从简 单到 复杂 的 演 进过程 ；
人类

历 史的 演进
，

呈现 出从分散到 整体的

基本脉络

梳理人 类 历 史 演 进 的 基

本脉络 （
从低级 到 高级 、

从 简单到 复 杂 、从 分散 到

整体 ）
，
认识人类 历 史发

展 的基本趋势 （ 从 分散到

整体 、 区 域联 系 日 益 密

切 ） ，
明 确 人类 社会的 发

展是有规律的 （社会生产

力的 发展 是推 动 社会进

步的相１本原 因 ）

梳理 中 国 历 史

演进的 基本脉

络 （ 綿 延 不

断 ）
，

认识 中 国

历 史发展 的 基

本 趋 势 （ 统

一

） ， 明 确 中 华

民族的 强 大向

心 力
、
巨 大 凝

聚力 和 中 国 人

民的 坚 定信念

凝聚成 了 强 大

的 统 一 价 值

观
，
认 同 统

一

始终是 中 华 民

族历 史发展 的

主流

２
－ ４ －

１ 综观 中 外历 史发展 的
一

般过

程
，
明 确社会生产 力 的发展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恨本原 因

人类 社会的 发展是有规律 的
… …

社

会生产 力 的发展是推 动社会 进步 的

根本原 因

２
－ ４

－

４ 比较 不同 时 期 区域之间相 互

交流 与影响 的 事例 ，
体会 区域联 系 日

益密切的历 史趋势

… …从分散到 整体
，
是人 类 历 史发展

的
一

个基本趋 势

２

－

２
－

 １ 列 出 秦代到 清代王朝 更替 的

时序 ，
展现 中 华 文明 绵 延不 断 的基本

脉络

（
略 ）

梳理人类 及 中 国 历 史 演

进的基本脉络
，
认识人 类

及 中 国 历 史发展 的基 本

趋势 （人类的是从分散 到

整体 、 区 域联 系 日 益 密

切
； 中 国 的 是统 一

、 绵 延

不 断 ）
，
认 同 统

一始 终是

中 华 民 族 历 史 发 展 的

主流

２

－

２
－

３ 知道从秦代到 清代 中 国历 史

版 图 的变化
，

认识 中 国 历史发展的统

一大势



中 国古代有过地方割据 、
政权分立

的 时期 ，但统一始终是 中 国历 史发展的

主流
， 中 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

２
－

２
－

４ 讲述 中 国 古代 不同 时期各民

族相互 交往、 交 流 、 交 融 的 事例 ，
说 明

统一 的 多 民族 国 家是 中 华 各族人 民

共同 缔造的

… … 历 史上 中 国 疆域的 各族人 民对

中华文 明 的发展都做 出 了 贡献 ， 中 华

民族具有 巨大 的凝聚力

３
－ ２

－

３ 列举 国 内各 民族空前 团 结的

实例 ，
回顾香港 、 澳 门 的 顺 利 回 归 ， 评

析祖国 大陆 与 台 湾 的 关 系 ， 表达维护

国 家统一的 信念

…… 新 中 国 结 束 了 旧 中 国 一 盘散沙

的局 面
，
实现 了 国 家 的 高度统一和各

民族 的 空 前 团 结 。 实 现祖 国 完全统

一

，
是 中 国人 民的坚定信念

统一之所以 始终是 中华民族历史发展 的主即文化 因素 ，包括制度创新 、儒家思想和不 同 民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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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用 地图 图 表等
获取 具体 的 时空

条 件下的生活 变
化信 息

说学论教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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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核心知识体系 ， 可用 图 ２ 所示 ｃ ｜

历 史与社会学科本质

｜

历史与 社会学科 本质
｜

｜

认 同统
一 始终 是中华 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Ｐ＾］

认识人类及各 区域历
史发展 的基本趋势

认 识人 类及各 区域历
史演进 的基本脉络

（
二

） 基于典型课例 的梳理

我们可以借助教学关键问题解决的典型实践课

例 ，来建构项 目化学习设计所指向的核心知识体系 。

如教学关键问题
“

如何运用地图或图 表等获

取信息 ，
描述 区域的 自 然 、人文环境特征及其相

互关系
，
在具体时空条件下认识生活的区域和生

活的变化
”

中 ，
如何描述区域的 自 然 、人文环境特

征及其相互关系 ， 是通过
“

运用地图 或图表等获

取信息
”

的方式来描述与理解 。 如何认识生活的

区域和生 活的变化 ， 是通过
“

运用 地图或 图表等

获取信息 ， 在具体 的时空条件下认识
”

的方式去

认识 。 这样的方式突 出 了学科的特质 ， 即历史与

社会是历史 、
人文地理和相关学科为载体的综合

文科课程 。

我们可以结合 ２０ １ ９ 年浙江省初中历史与社

会课堂教学评审 活动 一等奖 获得者陈森森执教

的课例
“ ‘

长不髙
’

的东京
”

，
建构起相应的核心知

识体系 ，
如 图 ３ 所示 。

陈老师基于这样的核心知识体 系 ， 创设 了具

有情境性 、 亲和性和 具有髙 阶思维 的驱动性问

题 ： 暑假决定跟一个朋友去东京玩 ，
老师兴奋地

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 。 如此大的都市 ，
视觉上应

该能够给我足够的冲击 。 但是 ， 在东京 ， 我却看

到如此景观 （ 出示图片
：
高楼数量少 ，高度矮 ）

，
这

样的景观与我想象 中 的世界大都市确 实有些不
一样 。 之后 ， 老师找到这样一张表格 ，

“

有 没有同

学能说一说东京 和我 们看到 的大都市不
一样在

哪里 ？ 

”

对 比发现
，

“

东 京
”

在一众大城市中
，
呈现

出一副
“

长不高
”

的样貌
，你会有什么疑问——东

京为什么会
“

长不髙
”
……这么多年 ，东京楼都没

有
“

长高
”

吗……地震影响的 ，仅仅只是楼髙吗 ？

Ｉ

空间 感 知素养１Ｆ—
Ｉ

图４

（
三

） 基于常态解读 的梳理

我们可以对教学关键问题进行常态解读 、分

析梳理 ，
进而建构起项 目化学习设计所指向 的核

６９

Ｈ２０２ １ 年第 １ 期
（ 总 第 ４９９ 期

）

１

家国情怀素养
１

１ １

运用地 图图表 等获取信息 ， 描述区域的 自 然 、

人文环境特征 及其 相互 关 系 ， 在具体时 空条 件
下认识生活的 区域和生活 的变化

理 解 区域 的 自 然 、 人 文

环 境 的相 互关 系 ： 为 什

么 长 不离 ？ 造 成 东 京 建

理 解 区 域 生

活 在 具体 时

空 条 件 下 的

的

理解 区 域 自然
、 人

文 环 境 的 相 互 关

系
，
地震对 日 本人

生活 习惯 和 民族性

格的 影响

认识中 国历 史发

展的基本趋 势
Ｉ

认识中 国历史演
进的基本脉络

图 ３

陈老师引导学生经历多元的学习实践 ，初步形

成对核心知识的深刻理解 ，然后在课尾提出新的问

题 ， 以引导学生将所习得的素养做进
一步迁移 ，实现

核心知识的再建构 ：

“

巧合的是 ，
相比于上海、北京这

些大都市 ，衢州也是一个
‘

长不髙
’

的城市。 你能否

根据今天所学 ，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

”

我们对该课例的核心知识体系进行抽象 、槪

括 、综合 ， 可以 形成该教学关键问题的 如下核心

知识体系图 （ 图 ４ ） 。

｜

历史 与社会学科 本质 １

Ｉ

空间 感 知 素养
＂

１Ｐ－１

运用地 图 图 表等 获取信 息 ，

描述区域的 自

然 、 人文环境特征及其相互关 系
，

在具体

时空条件下认识 生活的 区域和生 活的变化

理解区 域 自 然 、 人 文环境的

相互关 系

在具体时 空条件下认识 生
活 的 区域和 生活的变化

筑 不 高这 一人 文 现 象 的

自 然 、 人 文原因是 什么

交 化 ： 真

没长高

是不能

盖高

是没必

要盖高

是不愿

盖高

自 然现象
：
处于环太平

洋火 山地震 带
，
多地震

人文现象
：

权的需 求

人们对 日 照

自 然现象 ：

国 土狭长

多 山 、 岛 国 、

人文现象 ： 人 口密度高

自 然现象
：

霣级高

地震次数多
、

自 然现象给 人们带来的
灾难 ：

地霣造成的人员

伤亡大

我 国 我国 我 国 我 国各 民族 间 我国 区 域 区域政 区域间 区域

朝代 历史 的 自 的 交流 、 交 融 的社 政权 权版 图 的交流 的社

的 更 版图 然环 与 团结 ， 特 别 会生 的 更 的变化 与思想 会 生

替及 的变 境 是 民族文化 上 产发 替槪 及 自 然 文化特 产发

政治
制 度

化 的 交融 、 儒 学
思 想的发展

展 况 环境特

征
征 展

等
信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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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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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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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知识体系 。

如教学关键问题
“

如何基于学科任务 （ 课程

目标 ） ，
创设任务情境

，
选择恰当的社会调查等方

法或途径 ，
规划 、设计社会实践活动方案或完成

其他项 目任务
”

，其核心 问题是
“

如何规戈
Ｉ

Ｊ 、设计

社会实践活动方案或完成其他项 目 任务
”

。 要达

成
“

规划 、设计
”

的 目 的 ，
需要重点遵循

“

基于学科

任务 （课程 目标 ）

”

来
“

创设任务情境
”

， 同 时要加

强
“

社会调查等方法或途径
”

的恰当选择。 根据

这样的解读 ，
可以形成该教学关键问题的如下核

心知识体系图 （ 图 ５
） 。

丨

历史与社会学科本质 Ｉ

Ｉ
￣￣￣＞

丨 俞 会参与素养
一

｜
如何基于学 科任务 程 目 标 ） ． 创设任务情 境 ． 选

ｈ １

择怡 当的社 会调查等方法或途径
，
规划 、 设计社会 实 丨 Ｉ

践活动方案或完成 其他项 目 任务

基于学 调查 目标的 拟定 社会 调 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
科任务 确定与驱动 社会 查方 法 活动过程 活动的 其

的情境 性 问题的设 调 查 或途径 与成果评 他事宜准
创设 置 提纲 的选 择 价要点 备

Ｉ

学 科任务 ｉ
ｌ ｌ

……

Ｉ Ｉ

生活情境
Ｉ Ｉ

社会调 查方法或途径 ｉ
｜ＰＨ

１

Ｉ

课

１

程 目标 ｉ
｜Ｐ － － ．

Ｉ

图 ５

三 、 历史与社会项 目 化学 习 设计

的另类
“

起点
”

在历史与社会教学过程 中
，
项 目 化学 习 设

计的起点并非完全如 上文 般理性蹈矩 。 某些

社会生活 情境问题 ， 往往会触发师生 内 心 的好

奇与探究 的 欲望 ，

一

些学生会 延 循 自 己 的 思

维 ， 积极主 动地开 展项 目 化学习
；

一些教师会

把握难得 的契机
，
凝聚 主题

，
梳理学科核心 知

识体系 ， 进而设计项 目 化 学习方 案 、组织项 目

化学习 。 这样 的过程
，
看似项 目 化学 习 的另类

“

起点
”

是社会生活情境的触动 ，
实际上还是遵

循 了项 目 化学习设计 的维度起点 ， 即历史与社

会核心知识体系 的建构 ， 以最终实现核心 知识

的再建构 。

比如 ，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９ 日

，
中 国新闻网 刊载

文章《３ １ 个
“

成语新解
”

致敬各地 白衣战士 》 ，制

图创意独特
，体现 了各省级行政区 的名称 、简称

和不同 区域的
一

些 自 然人文特征。 该教师尝试

设计了如下的项 目学习活动方案 。

项 目 学 习 活动方案

项 目 名称 对
“

致敬各地白衣战士
‘

成语新解
’”

的研究

申报学校

联 系人 联 系 电话电子邮箱

项 目 简述 ：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 曰 ， 中 国新 闻 网刊载 文章《 ３
１ 个

“

成语新解
”

致敬各地 白衣战 士 》 ，制 图 创 意 独特 ，体现 了 各省级行政

区 的 名称 、 简 称和不 同 区 域的 一些 自 然人文特征 。 有历 史与社会教师 颇感新意 ，各个
“

成语新解
”

体现 了相应 省级行政 区 的

哪些 自 然人文特征呢 （
历 史与 社会 学科 ） ？ 各制 图 的 创意点在哪里 ， 蕴含 了 哪些 艺术化创意 （ 美术 学科 ） ？ 各

“

成语新解
”

的

原成语和各
“

成语新解
”

的 意蕴是怎样的 （ 语文学科 ） ？ 是 否可以把这种
“

成语新解
”

的 思路运 用到 其他场景创作新的
“

成语

新解
”

，
实现核 心知识的再建构

问题
中 国新 闻 网刊 栽文章《 ３ １ 个

“

成语新解
”

致敬各地白 衣战士 》 中 的制 图 创 意 蕴含 了 各地怎样的 自 然人文状况 ？ 如

何将该 文 中 的
“

成语新解
”

的思路运用 到类 似场景创作新的
“

成语新解
”

核心

概念

成语新解 ； 行政 区划 、 自 然环境差异 、 区域生活 多 彩 ； 造型 实验、 美术欣赏 ；

＊ 所涉及的学 科课标要求 ：

历 史与社会 ：概述中 国 的疆域和行政 区 划
，

了 解 中 华民族的 生 存 空 间 ；
描 述我 国 不 同地 区 的 自 然条件和人文

环境特征
，

比较人们社会 生活和风 土人情等 方面 的特点 。

美术 ：
观察 、认识与 理解线条 、 形状 、 色 彩 、空 间 、 明 暗 、肌理 等基本造型元素 ，

运用 对称 、 均衡 、 重复 、 节奏 、 对

比
、 变化、统一等 形式原理进行造型活动 ， 增进想象 力和创新意识 ；通过对制 图过程的探索和 实验 ，

发展艺术感知能力和

造型表现能力 ； 学会多 角度认识和欣赏美术作品 ，
初步掌握美术欣赏的基本方 法 ，

能够在文化情境中认识 美术 。

初 中 语文 ：认识 中华文化的丰厚博 大 ，
汲取民族文化 智慧 ；

培养热 爱祖 国 语言文字的 情 感
，
发展语 言 能 力 ；

主

动进行探究性 学 习
，
激发想 象力和探究潜能 ，在 实践 中 学 习和运用语文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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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参 考

学 习

目 标

１ ． 结合历 史 与社会知识
，
复 习 历 史与社会七 年级下 册第 五 单元

“

中 国 各族人 民的 家 园
’
’

和 第 六单 元
“
一 方 水

土养一方人
”

，
分析文章 中 各个创 意与相应省 级行政区 的 自 然 和人文环境特征 的联 系 ， 与 相 应 省级行政 区 的社会

生活 和风土人情 的联 系 。

２ ． 结合所学美术知识 ，讨论 、 交流与欣 赏 中 国 新 闻 网 刊 载文章 《 ３ １ 个
“

成语新 解
”

致敬各地 白 衣战士 》 中 各制

图 的艺 术化创 意 。

３ ． 结合所学语 文知识 ，推测文 中
“

成语新解
”

的原成语及
“

成语新解
”

的 意蕴 。

４ ． 运用这种
“

成语新 解
”

的 思路
， 在新 的类似场景 中去运用

，
创作新的

“

成语新解
”

，
包括

“

新的 成语
”

和相 应的

制 图 造型

项 目 学

习评价

设计

认知 策略
，
预计 涉及 ： 创见 、 问 题解决 、 决策 、

实 验 ； 信息 收集 、
组织 、存储 、巩 固 、抽象 、推理 、分析等 。

学 习 实践
，

预计 涉及 ：探究性 实践 、
社会性 实践 、调控性 实践 、 审 美性 实践 、技术性实践等 。

学 习 成果
，
预计 涉及 ：学 习过程中积 累 的各类 学 习过程资料 ，

学 习后 期产 生 的 成语新解作 品 、相 应 的绘画 作品

及成果 解释性文 字等

项 目

安排

任务 一 ：结 合历 史与 社会知识
，
分析各个创 意与 相应 省级行政 区 的 自 然和人文环境特征的联 系 ，与相应 省级

行政 区 的社会生活 和风土人情的联 系 。

目 标 ： 学 习 我 国 的行政 区 划 、 区域 自 然和人文生活特征 。

学 习 活动 ：

１ ． 复 习 历 史与社会七年级下 册第五单元
“

中 国 各族人民的 家 园
”

和 第 六单元
“
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

”

。

２ ． 逐个分析文幸 中 各创意 与 相应 省级行政区 的 自 然 和 人文环境特征的 联 系 ， 与 相应 省 级行政 区的社会 生活

和风土人情的联 系 。

３ ． 历 史与 社会七年级下册第 五 、
六单元单元测试卷练 习 。

时间 安排 ：
２０２ ０ 年 ３ 月 １ ９ 日 至 ２５ 日 。

核心 问题 丨 ： 我 国各 省级行政 区 划的 名称 、 简 称是什 么 ？

核心 问题 ２ ：我 国各 省级行政 区 多姿 多 彩的 区 域生活
，
各 省级行政 区 的有哪些特 色的 自 然与 人文景呢 ， 及 自 然

条件与人文景观之间 的 关 系 。

任务二 ： 结合所学语 文知识
， 推测 文 中

“

成语新解
”

的 原 成语及
“

成语新解
”

的 意蘊 。

学 习 活动 ：

１
． 推测 文 中

“

成语新解
”

的 原 成语 ， 回顾相应 原成语的含义 。

２ ． 结合抗疫背景 ，推 测文 中各
“

成语新 解
”

的 意 蕴 。

时 间安排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至 ４ 月 ２ 日 。

核心 问题 １ ：
文 中

“

成语新解
”

的 原成语含义 。

核心 问趙 ２
：
文 中

“

成语新解
”

的 意蘊 ，

任务三 ：
结合所 学 美 术知识

，

欣赏 中 国新 闻 网 刊 我 文幸 《
３

１ 个
“

成语新解
”

致敬 各地 白 衣战士 》 中 各制 图 的 艺

术化创 意 （
，

学 习 活动
：
逐 图讨论 、 交流文 幸 中各幅制 图 蘊含 的艺 术化 创 意 。

实践安排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至 ８ 曰 。

核心 问题 １
：
选用 恰 当 的造型元素 ，

运用合适的 形式原理进行造型活动 。

核心 问题 ２ ： 通过形式 、 内容 、比较等基本方法 欣赏 美术作品 。

任务四 ： 选择
一

种新场景 ，
运用 文 中提炼 的

“

成语新解
”

的方 式方 法 ， 创作新 的
“

成语新解
”

，
包括

“

析 的 成语
”

和相应 的制 图造型 。

学 习 活动 ：

１ ． 头脑风暴
，

酝酿 、 交流 、
选择 、

描述新的
“

成语新解
”

的 适用 场 景 。

２ ？ 根据选择 、
描述的新场景

，
选择合适 的成语

，
创作

“

新的成语
”

，解释 其含 义 。

３ ． 分析结合新场景和创作的
“

新的成语
”

，
进行美术造型制 图

，
创造相应 的 美术作品 。

时间安排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至 １ ８ 日 。

核心 问题 １ ： 激发 想象力和探究潜能
，
在 实践 中运 用 语 文 。

核心 问题 ２ ： 开展制 图探索 和实验 ， 发展艺 术感知 力 和造 型表现力

预期 学

习 成果

学生在 学 习过程 中积 累 的各类 学 习过 程资料 ，

如学 习 笔记 、资料检 索记录 、
测试 卷 等 ； 学 习后期 产 生的 成语新

解作品 、相 应的绘画作品 及成果 解释性 文字 等 ， 并在班级及学校等 范 围
，
通过网络展示成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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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李伟科 韩迎迎
＼ 人 教走廊

【 人教走廊 ？ 开栏词 】 我们 生话 ａｌ世 界 ， 纵羞 是 历 史 ， 横＊ 是 衽会 。

故 Ｒ Ｔ 史 教 盲 ， 实 即服 苓 于 我 们 生 活 与 夂 生 的教 盲 。 Ａ■ 民 教 盲 出 版枉 历 史 室

与 本 刊编辑钾合 办 的 专栏 教走 廊
”

， 亦 即
“

借 助 田 史 进杆 人 生 教 盲 的

走 廊
”

， 旨 在 围 浇 Ａ ？ 教版 历 史教科 书 ， 闲 全新的 理念 ． 开 阔的 视野 、 鲜活

的 里 钽 ， 有效 ａｖｆｒ法 ， 来 解 桁 内 容 、 设计教 学 、 ； ｆｅ课程 、 反 里教 学
■

． 评

１古学 习
‘ ‘

人 教 走 廊
”

应 是 芩 姿 芩彩的 ， 谝 、 ｉ卖 、 教 ， 学 ｔ者 ＴＴ 同 仁 ， 漫

步 苒 中 ， 撰稿参 与 ， 阅 读 ＝ 考 ， 交 谎 ｔｆｒ 商 ， 互 劫互 助 ， 广 益教 学 ， 対理解

所 史 、 隧悟 ／ｋ 生 、 目Ｕ 苓 生话 发 生枳极作 困 ， 几 专栏 之？ 最 大 （Ｉ 望 ＃ 。

随着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
统编版

教科书《 中外历史纲要 》 已 陆续全面使用 。 这套

新教科书容量大 、线索多 、覆盖面广
，
如果仍按照

传统 的教学方式 ， 既难以完成教学任务 ，
也会使

历史课变得索然无味
［

１
］

。 那么 ，
在教学实际中 ，如

何更好地将新教科书 的理念和 内容 落实到课堂

教学中 ，笔者以
“

冷战和 国际格局的演变
”
一课为

例 ，结合教学实践从有序 、有效 、有情三个方面谈

谈构建高中历史智慧课堂的
一

点认识和理解 。

一

、有序——理顺历史时序 ，
拓展

历史空间 ，构建知识体系

历史是一门有时序性的学问
，
这是历史学科

的重要特质之一 。 统编版教科书 《 中外历史纲

要 》按照历史时序来编排 ，
较为系统地展现 了 中

外历史的发展脉络 。 在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 中将
“

时空观念
”

作为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要求学生能 以时间为线

索 ，将某
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按时序串联起来 ，厘

清历史发展脉络 ，将历史事件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

当 中 ，进而对史事做出准确和深刻的理解 。

“

冷战和 国际格局的演变
”
一

课 ， 时间跨度较

大 ，讲述了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半期 即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开始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苏联解

体为止 ，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 在这半个多世纪

中 ， 国际政治风云变幻 ， 涉及的重大事件琐碎 、繁

多且极易混淆 。 因 此在设计这
一课时 ， 我首先引

导学生借助时间 轴来对这
一时期发生 的众多事

件按时间进行定位 ， 以此来认识和还原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轨迹及相互关联 。 我将这一

探寻项 目化学习设计起点 的核心知识体系 ，

需要围绕历史与社会教学关键 问题节点展开 ，这

样才能为实现核心知识的再建构做好初始准备 ，

凸显历史与社会项 目化学习对核心 知识再建构

的最本质特征。

［ １ ］ 夏雪梅 ？ 项 目 化学 习 设 计 ： 学 习 素 养视 角 下 的

国 际 与 本 土 实 践 ［
Ｍ ］ ． 北 京 ： 教 育科 学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８ ．

［ ２ ］ 牛学文． 历 史与 社会 学科教 学 关键 问题及其解

决策略研究 ［ Ｊ ］ ． 教育参考
，

２０２０
（
３

）
？

［
３

］ 牛 学文 ． 从学科核心素养到 历 史 与 社会教学 关

键问题 ［ Ｊ ］
． 教 学 月 刊 ？

中 学 版 （ 政治教 学 ） ，

２０ １６ （ ４ ） ．

［ ４ ］ 牛 学 文
，
向佐 军 ． 初 中 历 史 与 社会教学关键 问

题指导 ［ Ｍ ］
？ 北京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３ ．

［ ５ ］ 夏陈伟 ？ 在 历 史与 社会教学现场——夏陈伟课

堂教学 实录 ［ Ｍ ］
． 杭 州 ： 浙江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

（作者地址 ： 陈兴 勇／ 浙江 省 丽水 市教育 教 学研

究 院 ，
３ ２３０００

； 叶春亚／浙 江省 丽 水市青 田 县华侨 中

学 ，
３２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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