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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如何依

据新课标精神进行新的教学？为了回应广大一线教师的迫切关注，我们开辟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

案与新课程标准解读”专栏，特约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各学科教研员答疑解惑。

- 编者按 -

·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解读·

本次新课标最大的两个变化，一是凝练了各

个学科的核心素养，二是基于各个学科的核心素

养，研制了学业质量水平。对于学业质量水平与

考试评价的关系，新课标中这样阐述：高中学业

质量是阶段性评价、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和等级

性考试命题的重要依据。学业质量水平2是高中

毕业生在本学科应该达到的合格要求。学业质

量水平4是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命题依据。[1]

以往的高中历史学业评价，虽然有课标中的三维

目标和内容标准，但在各省的高考说明中，又会

有一个新的考核目标与要求，包括获取和解读信

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

探讨问题，并且历史、政治、地理三个学科合在

一起统称文科综合考试。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

中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这个考核目标主要是着眼

于学生完成文综试卷的思维过程，学科特色不

明显；二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回归到学科知

识，能力考核不突出。而现在的高中历史学业水

平考试，完全是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

水平为依据，高三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是以学

业质量水平4为命题依据的，这样，学科特色及

能力考核都得到了聚焦和落实。

细化学业质量水平

为了更好地指导教学，引导学生通过学业水

平考试，有必要对学业质量水平进行细致地划

分，将每个层级的水平加以清晰地界定。课标是

采用横向编排的方式，即把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五

个方面分别提炼出1-4四个层级水平，我们界定

时，可以纵向重新编排，即把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的每个方面的1－4水平整合在一起，用清晰通俗

的比较把它们之间的层级区别开来。

以素养中的历史解释为例，水平1是能够有

条理地讲述历史上的事情，概述历史发展的基本

进程；能够说出重要历史事件的经过及结果、重

关注学业评价，细化学业质量水平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中学历史教学初探（下）
郭井生 _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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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历史人物的事略、重要历史现象的基本状况。

由于一切历史叙述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所

以可以把上述表述界定为“复述已知的解释”。

水平2是能够分析有关的历史结论；能够区分历

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够在叙述历史时把

握历史发展的各种联系，如古今联系、中外联系

等，并将历史知识与其他相关学科如地理、语文、

艺术等知识加以联系；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

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语，对具体史事作出解

释；能够尝试从历史的角度解释现实问题。可以

把它界定为“分析已知的解释”。水平3是能够分

辨不同的历史解释，尝试从来源、性质和目的等

多方面，说明导致这些不同解释的原因并加以评

析；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

历史术语，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

对系列史事作出解释。可以把它界定为“评析不

同的解释”。水平4是能够在独立探究历史问题

时，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验证以往

的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能够在正确的历史观和

方法论的指导下，全面、客观地论述历史和现实

问题。可以把它界定为“作出自己的解释”。

作出清晰的界定，一方面有利于指导命题和

考试；另一方面对教学也有最直接的针对意义，

课堂上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复述、分析教材已有

的解释，评析引入的多种观点和解释，并尝试作

出自己新的解释。

尝试新的教学设计

新课标针对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提出

了一系列的教学评价建议，主要有全面理解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科学制订教学目标；深入分析课

程结构，合理整合教学内容；树立指向学生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有效设计教学过程；

准确把握学业质量水平，多维度进行学习评价。

四条建议中有三条与学科核心素养密切相关，每

个部分又有展开，如教学过程环节，包括创设历

史情境、以问题为引领、开展基于史料研习的教

学活动、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叶小兵教授

的《简论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历史教学特征》一

文中提出，在教学环节方面，除了情境创设、问题

引领、材料研习外，还要增加开展论证和深入拓

展。[2]那么，如何依据课标和学界的要求，开展

新的针对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呢？

下面以《中外历史纲要》中的“秦汉大一统国

家的建立与巩固”的单元设计为例，谈谈新的教

学设计中要注意的几个重要环节。

环节一：制订教学目标

本单元的内容标准是通过了解秦朝的统一业

绩和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

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及巩固在中国历

史上的意义；通过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农

民起义，认识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原因。

依据内容标准，针对学科核心素养，制订教

学目标如下：

能够运用秦朝疆域图和西汉疆域图，明确秦

汉疆域的四至；在梳理和概括秦始皇巩固统一

的措施、汉武帝解决王国问题及开疆拓土、尊

崇儒术等重要史事的基础上，认识秦汉时期大

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

义。[3] 

这一目标集中体现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观念，要求学生能够明确秦

汉疆域的四至，具体可操作；二是历史理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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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认识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环节二：合理整合教学内容

合理整合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寻找专题中的

关键问题、确定教学中的重点内容等。本单元的

关键问题是“大一统”的内涵及评价。查资料可

知，《公羊传·隐公元年》中说：“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徐彦作疏解释为：“王者受命，制正

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

言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中说：“《春秋》

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重

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

后世因此称古代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大一

统”不同于“大统一”，不是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

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

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教学的重点内

容确定为：秦朝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影响；汉武

帝加强大一统的措施及其深远影响。

环节三：有效设计教学过程

先是创设情境导入教学，可以李白的诗《古

风·秦王扫六合》导入，先把一幅气势磅礴的历

史画面营造出来，然后设计问题：战国时期为什

么最终是由秦国统一六国的，秦国具备统一的

哪些有利因素？然后引入材料，引导学生进行材

料研习。对于原因和评价的问题，教师要着眼于

开放的视野，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封闭

的，学生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分析。再比如，探

讨秦朝速亡的原因，教师既可以出示贾谊的《过

秦论》，也可以出示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

纪》，里面都说到秦朝亡于暴政，特别是司马迁的

《史记·陈涉世家》有这段史料：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

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

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教师可以接着出示新的材料：

御中发徵，乏弗行，訾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

谇；六日到旬，訾一盾；过旬，訾一甲；其得殹（也）

及诣水雨，除。兴。

 译文：为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加征发，

应罚二副盔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批评；六天到十

天，罚一块盾牌；超过十天，罚一副盔甲。因大雨

或洪水导致的耽误，可免除本次征发。

——睡虎地秦墓竹简（1975年出土）

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及《汉书》等史书

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

度堪与唐律相媲美。

——堀毅（日本）《秦汉贼律考》

这样本身就是在进行史料研习和史料辨析，

同时能够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即新出土的史料

与传统的记载不符，进而导致对秦朝速亡的传统

解释产生怀疑，如果不是因为法律严苛，那秦朝

速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时教师可以出示

新的观点：

由于秦没有在征服之后处理好民族融合、文

化同化和官员的职责方面的问题，所以，秦二世

而亡。随后的汉朝吸取了秦的经验教训。因此，汉

祚能延绵数百年而不衰，民族能融合为一体，文

化能包容万象而长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汉朝解

决了这些困扰秦朝的问题。也正是在汉朝，民众

才没有了所谓的楚人、秦人、齐人等地域之分，而

统一被称为汉人，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族才

真正融合为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

——张斌《从地域文化冲突的角度浅析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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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灭亡》

以往认为，秦朝的问题主要是暴政，而汉初

的与民休息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汉

朝站住了。我不否认这一因素，但同时我认为秦朝

的失败还和区域性文化差异及冲突有关。秦的那

套法律制度，是商鞅从魏国引进的，一开始也遭

到许多人反对，但后来获得成功，受到关中百姓的

欢迎，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但秦朝统一后，将

这套制度推广到东方各地，便出现了水土不服的

问题。特别是在楚、齐、赵等自身文化传统比较深

的地区，矛盾更为尖锐。

——陈苏镇《汉帝国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的覆

辙》

教师进而设问：关于秦朝速亡的原因，材料

中提供了哪些新的解释？

我想这应该就是叶小兵老师文章中讲到的

开展论证和深入拓展环节。学生学完这些后，

在他心里得到的就不单单是秦朝速亡于暴政这

样简单的认识，而是有所疑惑，还想再去寻找答

案，这不就激发了他进一步学习的欲望了吗？另

外，学生通过这一系列的环节，得到的不仅仅是

知识，而是对待观点要谨慎，不盲从别人的观

点，面对史料要进行辨析，知道了同一个历史事

件会有不同的历史解释，哪怕是司马迁这样的

大历史学家，他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准确的。而这

些，不恰恰就是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吗？

环节四：以学业质量水平为评价指向

依据本单元的重点教学内容，以历史解释

的学业质量水平为指向，可以设计如下的评价问

题，进行过程性评价或课后的终结性评价。

问题一：说出秦始皇、汉武帝加强统一的措

施。（对应学业质量水平1：能够说出重要历史人

物的事略。）

问题二：为什么说汉武帝在加强思想统一方

面比秦始皇更成功？（对应学业质量水平2：能够

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并使用相关历史术

语，对具体史事作出解释。）

问题三：对于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有多种

解释，请分析其原因。（对应学业质量水平3：能

够分辨不同的历史解释，尝试从来源、性质和目

的等多方面，说明导致这些不同解释的原因并加

以评析。）

问题四：如何认识秦汉大一统的措施对中国

历史的深远影响？（对应学业质量水平4：能够在

独立探究历史问题时，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

上，尝试验证以往的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

由于新的教材还未投入使用，上述案例只是

笔者的一个粗浅尝试。正如基于三维目标由理念

到落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样，今天，基于学

科核心素养的中学历史教学正处于探索之中，未

来的路很长，愿与大家共同努力，真正让我们的

历史教学助益于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形成，助益于

学生的生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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