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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的历史教学设计改革
华茂外国语学校 白再福

“双减”背景下，如何减负提质，是教育工作者不断研究探索的方向，作为一

线教师，这就需要我们对原有的课堂教学设计进行改革。笔者作为历史教师，重

新思考了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从注重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出发，培养学生应具

备的、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
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历史素
养的培养除了课本的改革外，还
应落实在课堂教学设计的改革
之中。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
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
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一、教学目标——培养
核心素养的出发点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活动
的出发点，也是培养核心素养的
出发点。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
一定要仔细研读历史课程标准，
紧抓历史核心素养与教学目标
之间的内在联系。核心素养的培
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因此
一节课内不是所有的核心素养
目标都能完成。衡量教学目标是
否有效，就要看教学目标的设计
是否贴合历史课程标准、是否具
体、是否贴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
规律。

例如，《中古时期的欧洲》这
一课时，根据《浙江省普通高中
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历史2021版》
设定教学目标：

1.通过对中世纪西欧的封君
封臣制度、庄园与农奴制度的学
习,了解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风
貌,培养时空观念。

2. 通过对中世纪西欧的王
权、城市与教会的基本史实的学
习,培养史料实证、分析问题的
能力。

3.通过梳理拜占庭帝国和俄
罗斯帝国的基本史实,认识两大
帝国兴衰的规律,加深对文明的
多元性这一观点的认识。

“课堂教学设计改革”中，笔
者用2分钟左右的时间详细向学
生讲解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和历
史核心素养培养之间的内在联
系。通过对什么叫中古时期、中
古时期的由来进行讲解分析，达
到培养学生时空观念的目标；通
过对封君封臣制度的的理解，达
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目标。

二、设问——有效培养
学生历史解释能力

在历史教学设计中离不开问
题设计，好的问题设计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加强学生
的历史解释能力。历史解释是以
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
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
和客观评判的能力。而培养学生
的历史解释能力，其关键在于构
建学生们的历史观。通过提出问
题来引导学生对历史进行深入
的思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巧
妙地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知识
转变为主动地探究问题，主动思
考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甚
至于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够
延伸到主动提出问题，自己发现
自己思考，潜移默化地进行升
华，在思维上对历史构建自己的
观念，从而达到培养历史解释能
力的最终目的。

“课堂教学设计改革”中笔
者巧妙设计问题并留给学生充
足的时间进行思考。《中古时期
的欧洲》这一课中，笔者用关于
分封制和封君封臣制度的材料
提出两个问题：1.封君和封臣之
间是怎样的关系？2.比较分封制
和封君封臣制度有何异同？说明
了什么？通过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探索封君封臣制度的特点，不仅
使学生加深了对相关知识的理
解，而且锻炼了学生对史料解
读、分析的能力，有效的培养了
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三、分组探讨——培养
学生的思维发散能力

科学的分组探讨，可以最优
的锻炼学生的思维，在小组分工
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狭
隘的感知，通过讨论有效地吸收
其它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
观点，在这种冲突之下，完全可
以刺激学生固有的思维，打破他
们以往对历史的认知，才能让他
们对历史有更深层的了解。除此
之外，小组学习对学生来说也是

完善知识的手段，在比较其他人
的观点之后，就会下意识地对于
自己的不足进行纠正，从而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知识点。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将重心由“教师”转变
为“学生”。探究性讨论也可以更
容易抓住学习的重点，从而更好
地帮助教学的展开。

“课程教学设计改革”中笔
者留5分钟的时间给学生进行小
组讨论，小组讨论不仅能激发学
生的兴趣，也能加强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中古时期的欧洲》这一
课中，笔者通过PPT补充材料让
学生结合课本内容，围绕为什么
中古时期的欧洲产生的是封君
封臣制度，而我国西周时期产生
的是分封制进行讨论。通过讨
论，学生了解了特定历史背景下
文化、经济对政治制度发展的影
响，进而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发散
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历史解释能
力。

四、项目化学习——有
目的的课堂教育

项目化学习的思想萌芽起
源于欧洲的劳动教育思想。二十
世纪初，美国开始关注项目化学
习并蓬勃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理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
的教学中。实践证明，项目化学
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项目化学习的思想是让学生
通过实际活动去学习，并认为知
识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长久
以来的教育经验也表明，只是单
独的向学生灌输知识是不可取
的，不仅仅是效率低下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模式之下
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实际处理问
题时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因
为长期以来被动地接受知识，而
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在实
际中失去判断与思考的能力。而
项目化学习，在这种模式下学习
的学生，都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
力，从而在学习当中能够运用自
己的思维，这也是教育的根本目
的。历史学习也不能脱离这点，

不能只是局限于课本的条条框
框之中。要结合实际的历史背
景，对当时的形势有明确的认
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历史。

“课程教学设计改革”中《中
古时期的欧洲》这一课，笔者设
计情景让学生考虑：在当时的社
会背景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
制度。最后再讲解庄园与农奴制
度，对比学生设想制度的优劣，
使学生充分理解庄园与农奴制
度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
的产物，加强学生对历史的理
解，从而达到培养历史解释能力
的目的。

五、以文代题——开创
思维

在以往的教学方式中，常常
以巩固知识点为目的，而历史学
科不是简单的知识点构成的，他
还包括人文等多方面的内容。而
在课后使用小文案代替习题，可
以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发散性的
开拓，并且通过文章解读，可以
了解学生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对于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是
非常有必要的。当然，知识点的
巩固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使用
总结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对于知
识点进行收集与整理，在这个过
程中重温学过的知识。这是历史
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课程教学设计改革”中《中
古时期的欧洲》这一课的最后，
笔者留2分钟的时间让学生根据
自身理解用文字描述中古时期
的政治制度及社会状况，不仅考
查了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还考
察了学生对历史事物进行分析、
理解的能力。

“课程教学设计改革”在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当中，不只
是单纯的依靠模板来进行指导教
学，而是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根
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判断和
应对方法，因人而异。在教学设计
中将核心素养融入教学的思想当
中去，灵活地转变。这样不仅仅有
益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更是
促进了教师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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