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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知识更有趣
——

以
“

交通与 通讯 的 变化
”

为例

〇 朱 波

教学
“

交通与通讯的变化
”

时可

以利用图片和视频资料展示古今中

外交通方式 ，形成鲜明的对比 ，
能很

好地调动 学生的情绪 ， 打开学生思

路 。 同时 ，
动态的音像资 料能摆脱

纯语言 、文字教学的枯燥 ， 符合情境

教学的要求 ，
激发学生思考 、探究的

积极性 。

１ ． 铁路 ，更 多 的铁路

设计思路 ： 本 目 的 基本史实可

由学生 自 主学习掌握。 在掌握史实

的基础上
，
利用淞沪铁路的命运和

文字材料创设情境
，
引 导学生思考

铁路传入 中 国之初 ， 中 国人反对修

铁路的理 由 ，这些观点是否有道理 。

利用 图表的形式小结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铁路事业发展的概况。 最

后 由学生展示 自 己 搜集到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后铁路事业发展取得

的成绩 ，并由教师进行总结 。

材料一 １８７６ 年 ６ 月 ，
英 国 商

人未经允许建造 了
一条从上海到 吴

淞口 的客运铁路 。 不 久
，
火车 在 江

湾一 带轧 死行人 ，
导致 民 情 汹 汹 。

清政府遂 以 ２８ ． ５ 万 两 白银赎 回 淞

沪铁路
，
拆毁并掷入大海 。

材料二当 时 人对铁 路 的 认

识 ：①机车 声 音 太 大 ，

扰 民 ；②夺民

生计 ； ③为 外 敌缩 低成本 ，
便其 运

兵 ；④ 因雇 洋 匠 而 导致 白银外流 ；⑤

建铁路
“

是 臣 下之利 而 非君上之利
，

是外 洋之利 非 中 国 之利
，
是一二人

之私利 非 千万人之公利
”

。

教师 ：②③④条有
一

定道理
， 但

历史发展 的趋势是不可避免 的
， 在

新旧制度 的斗 争 中 ， 阵痛 是不可 避

免的 。 ①⑤两条理 由 没有什 么 道

理 ，是愚昧守旧 、盲 目 排外的顽固心

理在作怪 。

知识链接 ： 十八大后 中 国铁路

事业的大发展

先由 学生展示 自 己搜集到的十

八大后铁路事业发展的 资料 ，
再 由

老师展示材料和 图 片信 息进行总

结 ，
让学生通过前后的对 比

，
切身体

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过渡 ： 交通 的变化除 了铁路 ，还

包括轮船航运以及邮传通讯。

２ ． 水运与航空

设计思路 ： 先 由 学生概括近代

水运的发展脉络 ，
再 由教师补充 ，并

在总结的过程中穿插相关的图片资

料 （ 轮船招商局 ，
吴作孚和他的民生

轮船公司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 的 轮

船 ）

展示图片 《
１９ １ ９ 年福建船政局

制造 了我 国 第一批飞机 》 和 《
１ ９ １ ９

年中国购买的维克斯
“

维梅
”

型运输

机在上海 》 ，使学生对航空业的发展

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

材料 三１ ９ １ ８ 年
，

北 京政府 以

借得的 １ ８０ 万英 镑 ， 定 购 了 首批 民

用 飞机
，
同 时设 立 了 航 空 事 务 处 。

在一 个政府里 ，
既有 交通部 的 筹 办

航空事 宜 处 ，

又 有 国 务 院 的航空 事

务处
，
两 者相 互倾轧 ， 争权夺利 ， 打

嘴仗。 当 时政府腐败
，
连年 内 战

， 民

不 聊生 。 航空 管理机 关 开 支、 员 工

薪水都靠借钱。 加上主 办航空的人

不懂航空 ，
且 多是贪官污 吏 ， 所 以航

空 办得一 团 糟 ，
到 １ ９２４ 年 民 用航线

便全部停飞 。 有诗为证 ：

“

部 门 重 叠

设
，嘴 仗打 不休 。 命短京 沪 线

，
盖

章发 邮 票 。 借 钱 开 薪 水 ，
巨 款 打

水漂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成立前 ，
中 国

的交通事业发展缓慢的 原因有 ： 观

念陈旧 、保守 ；
技术落后 ，资金短缺 ，

人才匮乏 ； 吏治腐败 ， 争权夺利 ； 帝

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等 。

尽管步履维艰
， 但是 旧 中 国 的

交通还是有 了 一个初步的发展 。 新

式交通的 发展推 动 了 邮政业的进

步 。 １ ９２０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时
，

一

架亨得利 ？ 佩治型飞机装 了 邮件和

报纸
，
从北京飞抵天津。 下午

，
由 天

津返 回北京 。 这 是 中 国 首次邮件

空运。

３ ． 从驿传到 邮政

设计思路 ： 学生 自 主学 习教科

书内容 ，
总结中 国 近代 邮政业和通

讯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最后 由学生

展示现代通讯业发展 的相关材料 ，

切身感受科技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

的极大便利 。

【课外活动 】

１ ． 济南市 的交通现状仍存在许

多问 题。 如 果请你来做交通顾问 ，

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呢？

２ ． 交 通和通讯 的 日 益发展
， 与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密切
，
每个人都

感觉到了它们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影

响 。 留意你 的生活 ， 搜集古今 中外

与交通和 通讯有关 的谚语 、 名 言或

诗句 ，
并从 中体会现代交通通讯方

式的便利 。 （如要想富 ， 先修路 ；

一

人修路 ，
万人 安步

；
交通为 实 业之

母 ，铁路为交通之母等 ）

【教学反思 】

教学过程中尽量运用参与式教

学法
，
把学生调动起来 。 运用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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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深度学现 实践探索

〇 马枢元 黄 煜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

“

深度教学
”

的观点越来

越多地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要实现深度学习 目 标
，
教师

就要认真备课 ，
深度把握教材 ，

合理选择和运用教学资

源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
选择恰 当的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

和手段
，
对教学内 容和教学过程进行合理调配 ，

设计出

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

的教学方案来 。 教学设计要本着
“

以人为本
”

的 精神 ，

必须要符合教学对象 ，对不同班级 、不同层次学生 的认

知水平要有充分的认识 ，
设计要落实到位。

１
． 创设真实情境 ，

引领学生深入探究

一个好的情境常常能够打开学生的思路 ，

促进学生

思维的发展 。 在教学 过程 中
，
学生是学习 的积极探究

者 ，教师的作用是创设适合学生学 习探究的情境 。
一堂

历史课通常是在一
＾

或者几个问题情境下展开的 ，
如果

问题情境的构建是丰满的 ，
那就可 以给学生提供活跃思

维的
“

支点
”

，
也是建立有效思维的课堂基础 。 情境认知

理论认为 ，
学 习 的终极 目标是要将 自 己 置于知识产生的

特殊情境中 ，
通过积极参与具体情境中 的 社会实践来获

取知识 、构建意义并解决问题 。 这就要求教师
一

定要根

据学 习 内容的 特点 、教学 目标 的要求 、学生思维的发展

状况适时创设能够促进深度学习 的课堂情境 ，并引导学

生积极体验 ，
引发学生 的认知冲突

，
诱发学生的 问题意

识 ，使学生确实感到有问题要问 。 我们在教学设计时 ，

就注重对问题情境的创设 。 在课堂上 ，
根据 已经设想好

的情境 ，
让学生 自 主学习 和分组讨论 ，鼓励他们大胆思

考和想象 ，
打破课本答案对学生思维的束缚 ，

强调大胆

创新。 因为这种积极 、和谐的课堂学习 氛围 ， 我们得到

了大量的学情反馈 ，有利 于学 习 的不断深人。 如在学习

“

鸦片战争
”

这一课时
，运用音像资料给学生再现当时 的

情景 。 学习
“

抗 日战争
”
一

课时
，
教师可以先播放有关抗

教学方式 ，
如搜集资料 、 分组合作 、

集体探究等形式 ，
让学生 自 己动脑

动手 ， 学会搜集资料 ， 整理 、运用资

料
，体会论从史 出 。 同时这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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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战争的影视片段 ，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 到课堂的主题

上来
，
促使他们深人思考 。 教师适时进行点拨 ，告诉学

生思考的方法 ，
让学生 自 己主 动去阅读 ，努力理解一些

基本的知识 ，
感知这些知识内容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人

文精神 。

２ ． 整合 内容 ， 引导学生深度学 习

历史知识是错综复杂和相互渗透的 。 历史学科既

有纵向 联系 ， 又有横向联系 ，纵横交错 ，
从而构成了既复

杂又统
一

的历史整体 。 就课堂 内容设计而言 ，
历史学习

不能过于孤立 、零散 、碎片化地罗列 书本知识 ，
而应与社

会生活 、生产实践 、 自 然世界和认知经验充分融合 ， 加强

学科间 、学科内不同模块之间 的知识 内容的整合 。 深度

学习实质上是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知识意义的 建构过程 ，

也是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 ， 必须对先前知识进行激活 ，

并和所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和精细的深度加工 。 所以
，

历史教师首先要全面地分析教材体系 ，
深人挖掘与教材

内容相关联的生活知识 ，在教学中引 导学生实现基于 问

题的多维度 、立体式 的知识整合 ，将知识 以整合式 、情境

化的方式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 中 。 这样 的整合 ， 使学 习

内容具有
“

弹性化
”

和
“

框架式
”

特征
，
并借助情境性的

心理亲和力 系统地存储于长时记忆 中
，从而有利于学生

进行有意义 的知识构建
，

为知识的提取与加工 、迁移与

应用奠定坚实 的基础 。 我们现在使用 的高 中历史教科

书是按照知识模块和专题编写的 ，打破了初 中历史学科

自 身结构的整体性
，
造成了教学与高考突 出综合要求的

差距
，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不同模块不同专题或不

同模块同一专题不同 内容之间进行新 的整合。 如学习

“

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
”
一课时 ，

要对侧重于经济区域

集团化角度叙述的
“

欧共体的成立
”

内容和对侧重于政

治角度叙述的
“

欧盟联盟 的成立
”

内容联系起来加 以整

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一种手段 ， 通

过搜集资料 ，
形成对 比

，
学生很 自然

地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交

通通讯事业的大发展 ，从而感受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科技发展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

（ 作者地址／山 东 省济南 第 三 中

学 ，
２５０００ 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