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业作为形成性评价的核心
部分，在教学管理中始终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面对难以
摆脱的升学压力、根深蒂固的价
值观念，作业被异化成“刷题增
分”的工具，不仅弱化了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体意识，也无法促进教
学形式、教育质量的优化。大作业
能够延伸知识的广度、挖掘知识
的深度，能够反映学生所呈现的
生命状态，看到师生情感互动联
结的状态，看到学生生活构建的
意义，能够促进学生涵养学识，提
升学习力。从常态与常规的坚守
中，探寻教育本真，恢复和重建良
好的育人生态。

一、为何与何为：历史
大作业的必要性与实践
偏差

（一）历史大作业的必要性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中明确提出：“改变课程评价
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
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
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历史大
作业是指从历史或现实世界中寻
找真实情境或情境脉络，借此提
出历史问题，让学生应用各种已
有知识、经验和技能，经过一系列
的思考、操作，使问题得以解决，
从而培育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

学习历史过程中，学生面对
的是海量的教学内容、晦涩难懂
的专业名词、横贯古今的时间跨
度以及横跨中西的空间纬度。而
要使教学呈现高效率，在为数众
多的知识点中抓住核心要点，使
学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
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历史
的本质规律，依靠以教师为中心
的常规作业无法真正实现，所
以，我们需要以学生为主体，依
托大作业重点关注学生怎样学
会、怎样判断学生是否学会这些
问题。

（二）历史大作业的实践偏差
然而，历史大作业在实施过

程中出现了目标理念与具体实践
脱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教师对历史大作业的理解片
面化、作业设计脱离教学目标与
实际、大作业评价体系的缺失等。
由于对历史大作业缺乏深刻认
知，操作起来缺少经验，不少教师
在构建历史大作业时只是用一些
花里胡哨的方法对常规作业进行
拼凑、重组，忽略了对课程标准、
学生学情、教材特征的综合分析，
本质上仍跳不出常规作业的桎
梏，有效的教学评价未能真正发
生。同时，相当一部分大作业过于
注重组织形式，过于强调表现性，
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实效，学生无
法真正根据自身的特点提升综合
学习力。

二、解构与重构：大作
业的架构与实施

笔者在设计《清朝前中期的
鼎盛与危机》一课大作业时，曾经
修改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

“请各位同学结合所学，归纳梳理
清朝前中期鼎盛与危机的具体表
现。”第二个版本是“请各位同学
利用唯物史观分析清朝前中期鼎
盛与危机的具体表现。”

两个版本，只差了寥寥几个
字，然而其所起到的作用却截然
不同。第一个版本仅仅是让学生
对书本知识进行了简单罗列，如
此获取的知识是扁平的、碎片化
的，无法起到真正促进学生深度
思考的作用。而第二个版本则是
利用“唯物史观”这一核心概念驱
动，不仅让学生厘清清朝前中期
鼎盛与危机的具体表现，还能将
这些具体表现归因于清朝前中期
的政治、军事、文化相关措施，理
解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既使决
策效率得到提高，又使得君主专
制得到加强，同时，君主专制制度
是开创“康乾盛世”、奠定国家疆
域的政治和制度保障，亦是清朝
中后期统治危机显现的重要原
因。

在确定了大问题后，我们需要
将大作业分成一个个子作业与小
问题，在设计子作业与小问题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一）构建项目化任务，提升

学习毅力
教师通过解读教材，设计了

环环相扣的四个驱动性问题。通
过细节性史料，立足于学习中的
情境濡染，引导学生运用史料亲
自拨开历史真相的迷雾，将项目
化学习真正转化为学生自我的问
题需求，催生成为强烈的学习毅
力。

材料 1：图片“隆宗门上的一
个箭头”

材料 2：“西汉到乾隆时期人
口数量表”“顺治到乾隆年间人均
土地面积表”“和珅的藏宝楼”“清
朝水师军备”

材料 3：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
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

——《清 实 录·宣 宗 实 录
（一）》第33册

问题 1：为什么材料一中隆宗
门上会出现一个箭头？这与什么
事件有关？

问题 2：结合材料二，通过小
组讨论，猜测这一事件的暴发可
能有哪些原因？

问题 3：结合上述材料，归纳
原因，这些原因导致的最终结果
是什么？

问题 4：结合上述材料，归纳
总结清前中期在经济上呈现疲态
的原因。

将历史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
去考察，引导学生走近历史深处，
还原历史的复杂、生动和真实，洞
察入微地分析历史，设身处地地
感悟历史。这一环节通过由浅入
深的四个问题，使学生从中对比
理解康乾盛世后期人口激增，土
地兼并严重，导致民生危机逐渐
显露。而在民生危机显露的同
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却隐藏着贪
污腐败严重的问题。政治上的腐
败、大量的浪费引起了清朝财政
的亏空，而作为耗资巨大的国防
军事发展也就由此转向了“死胡
同”。这一系列问题，最终都导致
了经济危机的显露。借由冲击性
情境，通过四个“大问题”的环环
相扣，激发学生层层探究历史现
象深层原因的渴望，在主动学习
下，前后知识能够更加融会贯通。

（二）打造审视性作业，提升
学习动力

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视角
下所得出的史论也不同。以多视
角的联系比较思维，动态的考察
历史发展，形成对历史的深层认
识和整体认识，有助于激发学生
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形成多向思
维。本课第三个环节，是利用小组
搜集的同时期西方的相关史料，
学会辨别史料的信度与效度。通
过生生之间的探讨，设置以下五
个开放式问题，通过对比古今中
西，引导学生理解当代国家在面
对全球化浪潮时的正确姿态与策
略。

问题 1：通过书本内容与材料
搜集，了解清朝统治者对于西方
列强的态度，并了解清朝的对外
政策。

问题 2：你认为清朝对外政策
是否是其近代落后的根源？你赞
同这一段历史是屈辱史吗？

问题:3：结合自主搜集的材
料，对比同时期的西方与中国产
生了哪些差距？造成这些差距的
原因有哪些？

问题 4：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观点，讨论清朝实行的对
外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问题 5：整合上述讨论结果，
为当代国家融入全球化浪潮拟一
份建议表。

从分析具体的材料入手，引
导学生通过分析史料获得理性认
知，并透过不同史料、不同作者、
不同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史料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引导学生在“大
历史”的视野下理解、质疑历史解
释或评价，使学习真正发生。

三、余论

历史教学不是为了面向应
试，也不是单纯为了让学生简单
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而是通
过历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基于高中历史大作业能够在
潜移默化中浸润学生历史素养，
提升学生的思维高度，最终提升
学生的学习力。当然，限于篇幅与
笔力，本文中还有值得进一步探
讨之处，例如对学习力的维度研
究尤待深入，因此敬请各位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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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双减”落地已一年有余，广大一线教师、教研员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为此，《现代金报》明州教育（理论）联合宁波市
教育科学研究所，诚邀广大一线教师、教研员分享自己在各学科作业设计与指导方面的思考与研究。现刊出其中部分
优秀论文，以飨诸位。

基于高中历史大作业
提升学习力的研究

——以《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为例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北仑区泰河中学 陈涵容

【摘 要】作业作为教师调控教学过程的重要实践活动，在教学管理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促

进学生深度学习得以实现，帮助学生在课程内容和生活之间建立广泛深入的联系，本文通过建构历史大

作业，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利用反馈信息、根据自身的特点提升学习力，培育学

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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