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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课程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要素，是高中历史

课堂史料有效教学的重要素材。教师要以史料研读为中

心，以文化视阈为维度，通过对史料选择、展示、设问、解

释的课程文化要素的系统发掘，为历史课堂史料有效教学

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先导，为学生历史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关键词：历史课程 文化要素 史料有效教学

历史核心素养

历史学不仅是一门探究人类发展演变客观规律的科

学，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科以史料探究

为中心，为探究人类文化发展源流构建了一套囊括历史

术语、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的解释体系，为学生形成受益

终身的历史学核心素养奠定了实证基础。历史课堂的有

效史料教学，必须坚持以史料探究为中心，以丰富多彩的

人类文化为根基，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性分析中孕育人

文精神，重构高中历史核心知识体系，传播具有高度价值

关怀的历史课程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高中历史教育已不

再是对初中历史基础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知识传

递，生发出历史课程文化，使学生在历史学习中体悟人类

多元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曲折历程，聆听人类多元文化所

合奏的华美乐章。因此，从课程文化角度来审视高中历史

课堂，对于优化高中历史课堂史料教学环境有着非同凡

响的现实意义。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课程文化要素简析

《辞海》中对文化有两种解释：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

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

度和组织机构。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人类文化都是人类

活动的集合，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统一。作

为一种显性文化，物态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

的物质生产总和，是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直观体现，制

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则是物态文化的隐性表达，最终构成

了以观念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为介质、物态文化为表征

的人类文化风貌。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类物态文化、制度

文化、观念文化逐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低向高演进

的过程（如图 1所示）。器物文化往往表现为科学技术、文

学艺术、社会风俗等要素与人类历史的互动。制度文化是

物态文化所折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的集合。观

念文化是隐含在物态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的伦理观念、审

美观念、价值观念等符号化和理论化要素的逻辑起点。

作为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亚文化，历史学在人类

文化传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文化的变迁是高

中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一定时期

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高中历史学习其实也是一种

文化传播过程，通过教师的教学组织和学习共同体的交

互影响，无论是显性的知识信息，还是隐性的价值观念、

情感倾向，都可以以历史课程为载体，通过历史课堂这个

知识情境，借助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精心演绎。教师应指

课程文化视阈下的高中历史课堂

史料有效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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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学习人类不同文化接触、冲突、调整、交融的曲折

历程，追寻文化潜移、同化和传播的原因，分析文化形态

变动及文化功能调整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结合历史

学科特点，我们可以将历史学科知识简略地分为物态文

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层次，技术文化、艺术文化、

风俗文化、法律制度、伦理观念、审美观念等文化要素（如

图 2所示）。由于不同文化要素的交叉融合，我们很难准

确说明哪些历史知识完全属于某一要素，但可以在教学

中侧重对不同史料、不同文化要素的讲解，从而丰富历

史教学的层次感。我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第三册的部

分史料为例，说明教材多元史料中蕴含的文化要素（如

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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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文化

制度文化

物态文化

文化

物态文化 制度文化 观念文化

技术文化 艺术文化 风俗文化 …… 法律制度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 伦理观念 审美观念 价值观念 ……

图 1 人类文化结构示意图 图 2 人类文化的知识体系

表 1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第三册部分文化要素

章节 形式与内容 文化类型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福建泉州清源山宋代道教石刻老君岩

李商隐《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

汉画像石“讲经图”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选文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选文

物态文化（艺术文化）

物态文化（艺术文化）

制度文化（教育制度）

观念文化（伦理观念）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第二章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天工开物》中的造纸工序示意图

《抱朴子·仙药》中说到的“火药”

赵孟頫书《汉汲黯传》

唐墓壁画女舞图

物态文化（技术文化）

物态文化（技术文化）

物态文化（艺术文化）

观念文化（审美观念）

第三章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知识链接：《苏报》案

《通令尊崇孔圣文》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选文

鲁迅《华盖集》选文

制度文化（政治制度）

制度文化（政治制度）

物态文化（风俗文化）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第四章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孙中山赴浙江海宁观潮后题词

毛泽东《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

知》选文

第五章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1）选文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试验田中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制度文化（教育制度）

物态文化（技术文化）

第六章

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

美德即知识

（意）薄伽丘《十日谈》选文

资料卡片：卢梭《社会契约论》选文

观念文化（伦理观念）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第七章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

艺术家笔下的牛顿

中国女娲氏抟土造人（图）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资料卡片：钱学森论科学革命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

观念文化（审美观念）

物态文化（风俗文化）

物态文化（技术文化）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物态文化（技术文化）

第八章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

（英）雪莱《西风颂》选文

（法）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物态文化（艺术文化）

物态文化（艺术文化）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观念文化（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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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教师通过对课程资源的“就地取材”，充分

挖掘教材多元史料中蕴含的文化要素，将有助于拓展高中

历史课堂史料教学的视野。例如，技术文化是人类在改造

世界过程中的操作行为及其成果的集合。作为一种生产

性文化，技术文化为人类提供了改造环境的方法、途径与

技能，技术文化的演进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人民版历史必修第三册《人类文明的引擎》一课中的“棉

纺织业的技术创新”，就是以技术文化的“小球”推动制度

文化革新“大球”的典型案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从时

空观念构建的角度罗列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的一系列科

技发明是不够的，而要从唯物史观高度进行学理分析，以

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关怀为切入点，通过逻辑严密的史

料实证过程，着重说明技术文化革新从本质上是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则是生产关系

变革的重要表现。在教学中，教师应努力引导学生注意到

由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技术文化累积而成的“蝴蝶效应”，

注重技术文化的生产力属性，从学理高度阐释英国由手

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技术文化嬗变对制度文化的推动

作用。

二、课程文化视角下高中历史课堂史料有效

教学的实现

史料教学是历史课堂学习的中心环节。历史学科的

有效教学，是指教师和学生能以最少的教学投入，以最合

理的史料呈现，取得最优教学效果，使学生在知识结构、

能力水平、情感陶冶方面均达到教学预期目标。高中历史

教科书中提供的史料极其丰富，呈现了人类多元的文化

要素，对学生形成终身受益的历史学核心素养大有助益，

但却一直缺乏科学发掘与合理利用。《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指出：“历史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传承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提高公民文化素

质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从史料选择、展

示、设问、阐释等多个层面彰显课程文化，也是提高史料教

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1.课程文化视角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教

材史料选择

高中历史课堂的史料选择包含了史料的搜集、整理、

辨伪、比较等环节。俗语云：“处处留心皆学问。”史料的搜

集与整理需要教师在日常生活和史学阅读中不断积累，

史料积累的长期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史料教学“供求失衡”。

很多时候，能够契合教学重难点的史料往往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因此，我们要有效借助教科书。例如，教师在讲到“道

家思想”时，人民版教材中有“福建泉州清源山宋代道教石

刻———老君岩”的史料。一方面，这个史料直观地以物态

文化的形式展示了道家创始人老子的仙风道骨，呈现出

独特的审美意蕴；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了道家“清静

无为”的精神追求。资料卡片的内容引自《老子》一书的“合

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以观念文化的形式展示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这与教材正文的描述相互呼应。

史料考辨是高中史料教学的重要内容，是大学史料

学课程与高中历史学习的重要衔接部分。辨别历史事实

与历史叙述，作为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重要方面，从侧

面反映了学生的历史理解水平。《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征求意见稿》中将“史料实证”列为历史学五大核心素养

之一，这无形中对史料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孟子云：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史料是体现历史学科观念文化的

重要载体，史料考辨的过程就是学生历史学科价值观不断

发育的过程，是学生历史学科批判性思维深入发展的过

程，也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

核心素养的必经之路。例如，南朝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

蔡伦传》指出：“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

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后汉书》以考证严谨而

著称，一直被誉为“良史”，不少人对东汉宦官蔡伦使用树

皮、破布、旧渔网等材料造纸一事深信不疑。然而，现代考

古工作者对在新疆、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的古代

纸张进行了年代测定，不断更新造纸术的发明时间，证明

至迟在西汉后期成熟稳定的造纸术已经出现，造纸术的

发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积

累的结果。这一史料从表征来看，体现了史料的技术文化

元素，教师可以以“造纸术发明者的追溯”为主题，为学生

的历史学习搭建认知支架，挖掘这一文化要素的史料学

意义，挖掘技术文化发展对于思想文化传播的影响，从而

使学生形成和谐统一的课程文化观。

2.课程文化视角下的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教

材史料展示

史料所呈现的知识文化要素是历史课程文化的核心

要素。史料包含了哲学、科学、伦理道德等多种亚文化，是

人类精神生产的理论性成果的集合。教师讲授与史料展

示相结合是高中历史课堂史料教学的关键环节，两者互

为表里，缺一不可。如果只有教师曲高和寡的讲解，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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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料展示（学生对史料缺乏了解），学生会因其内容超

越了自己的实际认知水平而滋生惰性。教师的史料展示

应努力做到收放自如，既要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又

要恰如其分地为学生提供必要的阅读指导，对于史料形

成的背景性知识的介绍更是必不可少，以防止学生陷入

教师提供的由孤立史料堆砌的知识迷宫之中而不知所

措。例如，1917年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朋友》一

诗，显然是印证胡适、陈独秀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

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主张的有力史证，但如果缺乏了教

师对这首新诗创作背景的介绍，而直接让学生谈阅读体

会，估计学生十有八九都会局限于史料趣味性的表征，

因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俚俗语言而视胡适的

《朋友》为街头巷尾的寻常打油诗。诚然，“人人皆可作诗

文”正是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的初衷。《朋友》是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在文学改良领域的映

射，作为新生文学，虽然是一次步履蹒跚的尝试，但却是

中国民众逐步由陈腐艰涩的旧文学迈向新鲜通俗新文

学的先声。通过科学合理的引导，教师可以用富有哲理

的语言将这首小诗放在民国初年封建文化盛行的时代

背景下，进一步彰显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

体现这则史料的实证价值。此外，教师在史料文化要素

的展示时要把握好“火候”，形成史料教学的“组合拳”。

例如，人民版历史必修三《神权下的自我》一课，薄伽丘

的《十日谈》是一座资料宝库，但在课堂导入时，如运用

小说故事则往往效果不佳，这是由学生对欧洲中世纪历

史的疏离感所致。因此，教师应在导入部分，增加关于欧

洲中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背景介绍。薄伽丘的《十

日谈》适合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组合，《十日谈》中

讽刺中世纪欧洲人视女性为“绿鹅”“祸水”的故事，说明

基督教营造欧洲禁欲主义氛围的松动，印证了人性的无

所不在、无从回避，体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前期对人性本

能的追求。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吟咏“人是一件多么

了不起的杰作”的史料选文，突出了文艺复兴运动后期

对人性高尚品质的追求。可见，教学内容与史料只有相

互映衬，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的文化要素。

3.课程文化视角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史料

设问

设问是教师根据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特点，以问

题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使学生主动思考

历史现象，进而推导个性化的历史结论，形成合理反馈

机制的一种教学艺术。例如，人民版历史必修三《中国的

古代艺术》一课涉及书法、绘画、京剧等艺术文化，艺术文

化是起源于改造世界的过程，经过人类的创造性思维而形

成，具有高度审美价值，能使人产生独特情感体验的操作

行为及其成果的集合。高中历史课程中的艺术文化内容

固然具有美育功能，但站在历史学科的视角才能见到新

风景。以唯物史观透视中外艺术文化发展历程，有助于

学生初步领悟艺术作品并非完全是艺术家个人思想的产

物，而必须与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相联系，才能加深对

艺术作品特色的理解。在设问过程中，教师应尽可能避

免设置随意性较大的判断题，以防学生随声附和；在层

层推进的过程中，应注意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让学

生有机会不断调整与完善自己的答案；在学生基本完成

答案的组织与论述后，应给予恰当的鼓励与点评。例如，

对于中国古代绘画的介绍，教师在联系高中美术知识的

基础上要精心设置问题，鉴于教材中介绍的国画分类，我

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1）国画按照题材、表现技法、创作

者身份分别该如何划分种类？（2）教材上的《江城送别图》、

清代版画《三打祝家庄》按照以上三种分类法，我们如何

给它们归类？（3）根据教材描述，请你概况文人画的特征

有哪些，文人画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第一问只需在

熟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归纳即可，大部分学生都能

顺利地完成这个问题的作答。第二问主要考查了学生调

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能够将学到的国画分类知识迁移

到实际的鉴赏活动中。由于教材中的样本不足，我们可以

利用 PPT课件提供更多的古代绘画作品，让学生进行分

类巩固练习。第三问考查了学生的发散性学习思维，但由

于学生对文人画存在疏离感，这就需要教师以某一幅具

体国画为例，通过细部特征的观察来引导学生体会文人

画的“艺术集成、个性表达、诗画结合”的风韵。对文人画

成因的考查则应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宋

代以后文人画的空灵意境必须与佛道思想、宋明理学的

深刻影响联系起来，否则对文人画艺术特色的解读就成

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4.课程文化视角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史料

解释

高中历史课程中的文化要素是历史学核心素养构建

的重要载体，而历史学核心素养又是合理运用高中历史

课程文化要素的理论先导，两者之间应是“道”与“器”的

完美结合。史料解释是历史学核心素养中最考验学生史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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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养，要求学生在对历史事物的识记与理解的基础上，

能够以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来完成历史叙述。历史解释素

养的培育需要以史料为中心，这就离不开教师对高中历

史课程中文化要素的有效梳理与科学运用。从文化视角透

视历史现象，有利于我们合理挖掘高中历史课程的文化

要素，为学生形成终身受益的历史学核心素养提供条件。

例如，在学习“中体西用”思想时，学生常常会产生一

个疑问：为什么地主阶级洋务派向西方学习器物、制度、

思想文化的三线并进无法实现，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器

物的粗浅层次？教材简单地将其原因归结为地主阶级洋务

派的阶级属性，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天朝上国”的

文化观念、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则是其阶级属性的主要

表现。然而，同样经历长期封建统治的日本却迅速实现了

对西方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的全方位学习，经过明治维

新的一蹴而就，逐渐与西方列强等量齐观了。

“文化采借”概念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这种历史现

象。文化采借，即一种文化接受和吸收另一种文化的某些

要素和文化集丛，使其成为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采借”

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和文化积累的重要途径。通常认为，物

质文化的采借比精神文化的采借更易实现。虽然地主阶

级洋务派阵营中也有郭嵩涛、王韬、郑观应这样的先进分

子通过自身体悟率先实现了对西方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的采借，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在于政教，不在器物”，但

在甲午战争前这种认识并没能上升为清朝统治阶级的

共识。西方器物的先进是直观具体的，而西方制度和思想

文化的先进则是抽象无形的，近代中国在面临文化冲突时，

作为文化载体的人或群体往往视自己的文化因素为合

理，而视与自己相异的其他文化为不合理。由于文化具有

统一和延续群体精神的功能，因此不同文化在接触和交

往中力求抑制和消除对方，从而引起了文化冲突。面对这

种文化冲突，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思想，企图在保持中

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不变的基础上实现西方先进技术

的嫁接，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不断与落后文化

观念斗争的历史。例如，在维新变法期间流行的《醒世歌》

中写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来是

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这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人

对“天朝上国”观念的逐渐突破，对源于西方的“地圆学

说”的主动接受。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认

知的不断深化符合人类文化采借的一般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以史料形式呈现

了器物、制度、文化的文化要素体系，为学生展示了丰富

多彩的人类文化形态，但当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却忽视了

教材史料所蕴含的文化要素，缺少以文化视角对文化要

素的深度挖掘，这显然无法突显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我

们在努力体现历史学科显性知识的同时，也要以史料为

中心精心选择、展示、设问、解释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文

化要素，为课堂史料的有效教学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先

导，为学生形成历史学核心素养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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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名言

教育是知识创新尧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袁也是

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遥

要要要江泽民

只有能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袁 才是

真正的教育遥

要要要苏霍姆林斯基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