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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料教学案例设计解析》主要内容包括引入史料要游刃有余 解读史料要掘井及泉—以《封邦建
国与礼乐文化》为例、解读文字中的历史—以《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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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引入史料要游刃有余，解读史料要掘井及泉 ——以《封邦建国与礼乐文化》为例 上海市晋元高
级中学邹玉峰李惠军 案例2解读文字中的历史 ——以《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为例 广东省东莞实验中
学陈伟壁 案例3多种视角看历史 ——以《王安石变法》为例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何成刚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第三中学沈为慧 案例4探究历史问题的基点 ——以《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为
例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王宏伟 案例5返回历史的现场 ——以《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为例 北京
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张汉林 北京市鲁迅中学万方乐 案例6史料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 ——以《早期的
西学东渐》为例 上海市致远高级中学张炎林 案例7变换视角，精选史料 ——以《清新典雅的皖南古村
落》为例 安徽省淮北实验高中赵剑峰 案例8构建有灵魂的历史课堂 ——以《洋务运动》为例 广东省东
莞中学松山湖学校袁晓勇 案例9进入历史与跳出历史 ——以《义和团运动》为例 上海市致远高级中学
张炎林 案例10基于史料的探究 ——以《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 北京市第四中学徐雁 
案例11透过细节看历史 ——以《五四运动》为例 安徽省蚌埠市教科所王昌成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三中
沈为慧 案例12借助史料体会历史的感召力 ——以《红军长征》为例 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何成刚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三中沈为慧 案例13史料教学中思想不能缺席 ——以《团结就是力量：伟大的抗日战
争》为例 江苏省大港中学蒋其君束鹏芳 案例14探寻身边的史料 ——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为
例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赵玉涛 案例15立足新的视角，挖掘有价值的史料 ——以《对外开放格
局的形成》为例 陕西省西安中学郭蕾 案例16在史料中看国家历史与个人体验 ——以《外交舞台的拓
展》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彭禹 案例17图片史料的应用 ——以《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郭井生 案例18站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 ——以《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为例 
陕西省西安中学郭富斌 陕西省西安市教科所闫璟 案例19探寻历史中的因果联系 ——以《古代希腊城
邦制度》为例 上海市闵行中学范江 案例20发挥史料的价值 ——以《希腊先哲的精神觉醒》为例 陕西
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徐赐成 案例21用史料构筑起具有历史意味的课堂 ——以《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为
例 北京市月坛中学贾海燕 案例22史料教学要浅入深出 ——以《启蒙运动》为例 北京市第二中学李建
红 案例23精选史料整合教学 ——以《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为例 北京市第二中学王磊 案例24打造有
生命力的历史课堂 ——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例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中学马守信 案例25借助史
料进入历史现场 ——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为例 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沈大富 案
例26史料教学中的资源库建设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何成刚 安徽省蚌
埠市怀远三中沈为慧 案例27以史料为基点，搭建理论脚手架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 北京市第一
六一中学胡京昌 案例28文本与现实中的历史 ——以《雅尔塔体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 上海市大
同中学姚军 案例29借助史料，激活思维 ——以《两极世界的形成》为例 北京市第四中学赵利剑 案
例30运用史料探究谎言背后的真相 ——以“卡廷惨案”为例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三中沈为慧 广东省东
莞实验中学陈伟壁 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何成刚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史料教学案例设计解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学历史教学应高度重视图文资料的运用，充分发挥新教材图片史料丰富的优势，
灵活、科学、有效地选用图片资料，发掘其潜在的功能。
因为图片史料不仅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掌握历史知识、历史概念、历史观
点的重要凭据。
而且，合理使用图片史料，也是培养学科素质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本课《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属于社会生活史内容，着重讲述人类自近代以来衣、食、住、行及社
会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图片史料能够提供最直观的印象，带给学生最直接的视觉冲击，能够极大
地调动学生的兴趣和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在参加海淀区高中教师基本功大赛时，在给北京理工附中学生的讲述过程中，我发现，当给学生展示
清朝皇帝服饰时，学生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吸引住了学生的兴趣，抓住服饰
的变化这条主线，从清朝到近代、现代，通过精选的图片让学生直接感受历史，图片不多，但每张均
有用，均要说明一个问题。
课的讲述过程中我设置了许多问题，引发了学生的很多思考。
引导着学生一步步地进行探究式学习。
 2.图片史料与图片材料 近代著名史学家梁启超说：“史料者何？
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按照这一内涵，我们必须区分史料与材料。
史料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它首先是一种材料，同时又必须具有历史的痕迹。
因此，本课中引用的部分文献和图片就不能算作史料，而只能算是材料。
如剃发留辫变迁图片和中山装照片，就只能算作是材料，而之所以选择这两则材料，一是可以较为形
象地说明清朝留辫的变迁；二是能够清晰地说明中山装所蕴涵的思想。
史料贵在“史”字，就是说史料必须有历史的韵味，照片史料必须是真实的，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
这个人，这样就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
 3.图片史料与文献史料 图片史料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但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又不能仅仅是激发学生兴趣，更多地还是要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分析问
题的能力，因此，图片史料教学应该是服务于历史课堂，而不能为图片而图片，比如本节课，不能是
一个中国近代服饰变迁史，哪个朝代人们穿什么衣服的讲述，应通过服饰的变迁来反映其背后的历史
变迁，服饰只是一个引子，要分析为什么人们在那个时候会穿这样的服饰，这样才是一堂历史课，而
并非服装史课。
因此，一方面，每张图片都应该精选，应该有所用途，能够说明问题，对特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应该给
予定性评价，如清朝服饰的等级特色，民国服饰的平等性质，新中国成立初期服饰的身份特征，改革
开放后服饰恢复其原本的自然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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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料教学案例设计解析》是历史教师专业发展书系列中的一种，作者何成刚、张汉林、沈为慧遴选
了30个优秀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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