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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概念架起连接高中历史学科知识与核心素养的桥

梁，以项目为抓手，通过问题驱动，有机系统地整合高中历

史课程内容，并通过创设与学生生活场域密切相关的具有明

确问题意识与复杂性的历史项目化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真

实的情境下挖掘、选择和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开展并完成一

系列探究性活动，体会世事沧桑，内化历史知识，进而提升

历史核心素养。在高中阶段，学生正处在身体和心理成长的

关键阶段，在这个时期，如果缺少正确的引导，将会对学生

的全面成长埋下不利的隐患。大部分的高中学生在年龄上已

经是一个成年人，但是缺乏必要的社会经历，心理年龄不成

熟，很容易受到不良诱惑的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高中历

史教学的优越性，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养，促进学生不断

提高自身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其

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

德的人。人文精神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体现就是要引导学生

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学会理解

他人、尊重他人 [1]。

高中历史在教材中的很多历史典故就是在学习中培养

学生的人文精神，既要让学生成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也要

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促进高中历史教学工作不断创新，

建设更加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在当前阶段，高中历史教学

工作存在很多的问题，影响着历史教学的质量，也对学生的

学习和全面发展有着不良的因素。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大胆创新改革。

采取更加新颖的教学方法，逐渐改变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问

题，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发展朝着更加全面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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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阶段作为学生生涯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其中项目化学习在“大概念”视域下开展高中历史教学，是以人为本教学
理念的贯彻，是一种以教师为引导者，促使学生开展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项目化学习是一种偏向
于动态的学习过程。随着近年来历史教学在高中阶段逐渐引起了更多的重视，针对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设计的改革也在稳步
推进中，由此笔者将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论述项目化学习在“大概念”视域下开展高中历史教学设计中的运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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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项目化学习，就是指一种动态的学习方法，这种

学习方法通过问题驱动教学法，促使学生主动探索问题，并

积极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在对问题的解决和对挑战

的应对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对技能的掌握 [2]。项目化学

习最初起源于美国，现在也在美国教育体系中，尤其是中

小学阶段被普遍采用，在对其教学成果的调查统计中发现，

项目化学习的应用对于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团队合作力以及

领导能力和动手能力等方面能够提供巨大的帮助。另外，在

对项目的选择过程中，也能帮助学生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时，能够更加冷静沉着地应对。这些理念最初由著名教育

学家杜威提出概念雏形，后由其学生进行完善和总结，最终

提出了完整的项目化学习理论。而之所以用项目这个词来命

名这一理论，是因为项目化学习更加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的目的性，项目化学习的宗旨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实

际需求为出发点，继而引导学生带着既定的目的对课程进行

学习。尤其在当前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下，传统课堂教学

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在这

一背景下，项目化学习在课堂设计中的运用就得到了广泛的

关注。

策略

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小组合作探究

的学习模式是非常必要的教学模式。小组合作探究模式作为

新颖的授课模式，通过同学之间的合作学习来对自身的学习

能力进行提升和改进，并且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核心素养也

会得到一定提升。而在教学研究中也表明，在小组合作学习

的模式中，高中生不仅能够锻炼到团队配合能力，还能对历

史知识进行更全面的学习。因此教师要想培养学生的历史核

心素养就首先要注重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开展。

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时，

对于这时期不断涌现的不同学派和家族流派之间的知识分

子，都称诸子百家，但实际上最有名并且流传下来的只有十

家，可以通过将班级学生按小组划分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

一种思想，如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

兵家思想等进行深入研究，随后教师根据不同小组的研究对

象和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提问。再如，针对儒家思想教师可

以提问儒家思想主张的思想宗旨是什么，儒家思想和法家

或是道家思想之间的差异点和相同点都是什么，由此激发学

生对所选思想流派的探讨和学习。随后教师再给每个小组单

独展示的机会，让每组的学生对所选择的思想流派进行讲解

和分析，通过分享查找到的资料和自身对该思想流派的解读

来展示给其他同学，这种教学模式既锻炼到了学生口语表达

能力，也能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探究和思考能力，加强了学生

的自学能力。又或者可以通过安排不同小组轮流对知识点进

行学习探究，在随后的交流中学习其他同学的学习方法和思

路。又如，在学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分成小组后，先指定一个小组进行相关资料进行查询和收

集，并且在小组内先对搜集到的内容进行细化和分类最后总

结制定成 PPT，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分享，在下堂课时以同

样的方式换一个小组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学习模式也能加强

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且对历史有更深的认识，提升历史核

心素养。

在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很多老师在教授历史知识

的时候，没有把历史背景讲活，将很多激动人心或是转折

巨大的历史事件用平淡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大降低了历史

课堂的趣味性，使得学生对历史课堂产生乏味感和厌倦感，

难以吸引到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对历史教学的课堂效率和

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均起不到提升作用。因此教师要认识到

历史作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其中包含众多非常具有戏剧

性的历史事件和转折，教师可以利用这些转折在课前设置悬

念对学生进行提问，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探究欲望，在提升学

生核心历史素养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预习能力和资料搜集

能力 [3]。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也能对新课改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宗旨加以贯彻落实，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淡化了教

师在课堂活动中的作用，对学生在课堂活动形成主人翁意

识有极大的帮助，加强了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因此

教师要注重在课堂上根据课堂内容和目标结合学生发展规

律和特点对问题情境进行创设。通过在问题情景中的引导，

使学生借助各种方式实现对课堂任务的解决，对学生创新

能力的启发有促进作用，使学生加速从被动的学习模式中转

变到主动的学习模式中，以实现自身知识体系的构造。在创

设情境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该问题情境要能对学生的思考

总结能力进行培养。例如，在学习清朝历史中“甲午海战”

这一节时，先在课前给学生设立一个问题情景，即甲午海战

前期清朝通过洋务运动对西方科技的学习和装备购买已经

组成了号称亚洲实力第一的北洋舰队，在当年的《美国海军

年鉴》公布的排名中位于世界第九、亚洲第一，彼时日本在

财力和人数上均比不过北洋舰队，为什么最终在甲午海战中

的结局却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通过设立这一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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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是科学家为什么不这样推理呢？

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并思考。学生在深入理解课

文后，明白了蜘蛛和苍蝇在石头上相遇，松脂滴下来，底部

是平的，不能包裹形成松脂球；在树叶上相遇，松脂滴下来，

会流到地上，也不能形成松脂球；在空中相遇，形成松脂球

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在本案例中，教师开掘陷阱，巧妙地否定课文中“科

学家推断蜘蛛是在一棵大松树的树杈上遇到苍蝇的”这一条

件，让学生另辟蹊径并进行思考，最后再通过对比纠正错误，

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家推理的严密性，学生在思考与交

流中也深化了自己的思维。

利用意外生成，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课堂预设与生成之间的不对称，让课堂充满意外。教

师要让课堂意外发生作用，紧紧抓住并珍视学生的疑惑，顺

水推舟，在学生的思维困顿处引导其通过体验、交流等方式

逐步厘清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只要教师利用各种资源让学生有机会

经历知识建构的过程，在学习中引导学生提出“真”问题，

并创设认知冲突，学生一定能形成关键的学习能力。这样才

能真正把学习还给学生，让学生自觉主动学习，深度参与学

习，让学习“真发生”，从而促进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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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同时也在学生对问题的自主探索中锻炼了对问题的解决

能力和思考能力，并且这种带着问题去学习的状态也能增加

学生对课堂的专注度，推动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升。

综上所述，项目化学习通过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立足

点，结合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对历史教学所提出的要求以及教

师的知识储备，对历史课堂进行设计，这种教学模式和传统

历史课堂有着本质的区别。身为高中历史教师，我们要认识

到项目化学习模式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价值，不断完善

项目化学习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设计策略，为构建更加

科学高效的高中历史课堂贡献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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