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关于“大数据”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成

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关于

大数据对教育领域的理论意义阐述较多，“大数据”在

高中学科教学中的实践方面的著述却寥寥可数。作

为一门人文科学，由于学科属性的特点，历史教学更

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即使有提及“大数据”在历史

教学中的运用，细读之下，不过是对前几年“微课”概

念的翻版罢了。大数据的真正技术内涵，即对高中历

史课程资源的深度利用和数据挖掘却无从谈起。本

文拟从本校“大数据”在历史史料教学中的实践出发，

以选修部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为切入点，探寻大

数据理论与高中历史教育融合的新路径。

一、史料是历史教学的中心环节

在福建省卷时代，改革部分是“学什么考什么”，

日常教学与考试直接关联，师生有迹可循，心中有

数。在高考全国卷中，“改革”这部分的考查却比较灵

活。2013年全国Ⅰ卷考查“清末新政”，2014年考查

“法律改革”，2015年考查“币制改革”，一些教师见此

感慨“白教了”，一些学生不禁感叹“白学了”。实际

上，《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选取了古今中外形式多

样、特点各异的改革中比较富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

系统讲解。须知，虽然高考选取的“改革”来源于课

外，但“功夫在课内”，历史学科素养的培育课内进行，

那些闻所未闻的改革与课内知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2013年考查的“清末新政”是陌生的，但是同

时考查的“戊戌变法”却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2014
年考查的“法律改革”是陌生的，但儒学对于社会文化

的影响学生却熟读成诵；2015年考查的“币制改革”

与必修二“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紧密相关。在重视

学科素养的今天，“创设新情境，研究新问题”已经是

大势所趋。面对千变万化、形式繁多的改革，我们与

其猜题押题，不如“以不变应万变”，深挖课本所提改

革的内涵，以深度取胜。因为，真正形成学生历史素

养的关键不在于死记硬背，而在于通过阅读、发掘、归

纳、分析史料，在历史探索中逐渐形成个性化历史观

念的过程。因此，在预设教学目标时，我们应少讲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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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多一些“过程”，在历史学科中，史料是历史学

研究的基础，我们要努力“让史料发声”。作为教师，

要防止学生在浩瀚无垠的史料海洋中迷失自己，就应

该努力选取那些契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历史学科素养

培育的史料，选取那些与课文内容有一定关联，却又

能切实做到创设新情境，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料，同时

也要兼顾学生的阅读能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

难题。运用“大数据”，实现中学历史教育的转型，也

许是一条新路径。

二、开展大数据史料教学实践的条件

在历史教学中，教科书上的那些纲纲条条，“背

景”“原因”“过程”“评价”等内容占据了教学的大部分

时间，即使列举了一些史料，也仅仅是为了推导出课

本上的结论的点缀，而“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传统

却销声匿迹了，历史教学陷入了本末倒置中。要打破

传统思维的束缚，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从课本

知识出发，追根溯源，尽可能地阅读原始史料，在阅读

中增长学生的见闻，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中

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络学术平台，指导学生了

解学术界研究成果。2015年，福建省教育厅主办了

福建省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并向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下

发平台登录账号、密码。针对教师、学生、家长各自开

发了不同类型的应用，其中“专递课堂”“教学助手”

“众智课堂”“教学资源库”“微课 100”等应用虽然教

学资源尚不丰富，但代表了“大数据”时代中学教育的

新趋势。在集体讨论基础上，我们选择“教学助手”这

个相对架构较为完整、资源比较丰富的应用，发动高

二年级文科班师生共同完善这一数据平台，以《历史

上重大改革回眸》为试验田，开辟历史教学的新疆

域。我们认识到，面对改革部分的选修题之所以束手

无策的原因，不全在学生基础知识的不牢固，更多的

是“以本为本”“以纲为纲”的传统教学思维在作祟，忽

视学生的历史阅读体验所致。

我们根据课本的单元主题设置，在充分了解学生

学情的基础上，敲定了一批电子书和经典学术论文名

录（见图 1），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运用学校网络阅

览室的先进设备，开展史学经典网络研读课，通过团

体互助协作和教师针对性指导的方式，消除学生对于

史料的畏难情绪。在确定学习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将

阅读中获取的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学

习资源，借助“教学助手”平台实现数据共享，融合“教

材资源”“课前导学”“互动课堂”“在线监测”“课后作

业”等历史学习的全过程，实现师生的教学互动与有

效反馈。

图1
三、教学案例展示——《商鞅变法》

在历史教研组和学校信息技术中心的支持下，我

们以《商鞅变法》为例进行教学实践，现谨将课堂教学

流程表述如下。

（一）课前准备

学生通过“教学助手”，借助古汉语字典和参考译

文，自主阅读《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了解商

鞅其人，了解商鞅变法的时代。为了检查学生的预习

情况，教师可以并通过“教学助手”平台预先布置几道

与文章有关的简答题，如“根据材料，说明商鞅变法成

功的原因”“概括商鞅的农业政策”等，要求学生在“课

前导学”版面完成并上传。通过对原始史料的阅读，

在实践中培育学生对“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史学研

究原则的认识。

（二）课中互动

教师事先利用“教学助手”的反馈版面对学生预

习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平台的“互动课堂”功能，组织

学生讨论预习题中的问题，借助台式电脑，结合图文

素材，回答教师提问。学生可以及时看到教师的点

评，以利于调整学习方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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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教学助手”平台开展史料教学，切忌贪多求

全，毕竟入选教材的改革都是史学界研究成果汗牛充

栋的部分。笔者在中国知网平台，以“商鞅变法”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获得 31262条结果（2016/4/9检索）。

在海量史料面前，学生往往容易不知所措。因此，笔

者在选取史料时，对于集中反映商鞅变法思想根源的

《商君书》，只选取了《垦令》篇，但在“课前导学”中介

绍了《商君书》的基本篇目。在研究成果方面，笔者选

取了朱绍侯先生的《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

制》。作为高中生，由于时间精力阅历的限制，难以阅

读全部研究成果，且学生间存在个体差异，最稳妥的

办法是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史料做好链接，供学有余

力的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可将其中较有典型意义的条

目置顶，指导学生了解学术界最新成果。

（三）课后检测与巩固

通过“教学助手”的“课后作业”版面，上传《商君

书·壹言》篇，师生根据史料分别设置材料解析题，此

种“师生互难”的做法虽然比较耗时，但是成果却是显

著的：教师获得了深层次了解学生解题心理的信息，

有利于深刻地把握学情；这体现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学生为了难倒教师，饶有兴致地围绕课文和

史料认真研读，甚至为了设置好题组成兴趣小组，反

复切磋，虽然不少题目仍显稚嫩，但也涌现出一些富

有新意的出题角度（如图 3），这种逆向的“课后作业”

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出题的过程其实是品味史料内涵

的过程，是揣摩出题人出题意图的过程，更是提高史

学素养的过程。

图3
“大数据”历史教学不是对传统教学手段的全盘

否定，而是有益补充，通过预设教学目标，开发海量史

料，并通过“教学助手”平台有序指导学生完整具体地

阅读史料，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学会挖掘史料中信

息，课堂互动讨论培养分析能力，课后积极围绕史料

开展做题与出题训练，最终达到培养“史论结合、论从

史出”史学素养的目的。尽管存在诸如技术平台亟需

完善、数理分析易用性不足、时间精力成本高昂、学生

个体差异大等问题，当前的“大数据”历史教学可谓

“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

步。“大数据”与中学历史教学实践尚未形成固定的教

学模式，所以我们必须“摸着石子过河”，在继承传统

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大胆运用“教学助手”平台，进行

新课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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