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賴 卜

教 学 参 考

；

ｔＴ造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
—■ 以

“

中 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

为例

〇 曾玉华

初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 的十多年以来 ，历史

教学从教学理念 、教学策略 、授课方式 ，学生评价等方面

都发生了显著的进步 ，
不过

，
见事不见人

，
见师不见生

，

生搬硬套 ，华而不实的课堂仍很普遍 。

一

、 如何理解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

历史学家何兆武说
“

人既然是历史 的 主人 ，是所谓

的创造历史的动力 ，
他的全部精 神能量及其活动 （ 即历

史 ） 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

… …但历史上的主人

是有血有 肉 的心灵 ，
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 ，

历

史研究最后总需要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幽微
，才可能 中

肯。

”

初 中历史 ２０ １ １ 年版新课标规定 ：

“

历史课程是人文

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 ，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 “

与 自然科学相 比 ，人文社会科

学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 ，关注 的

是人的思想境界
，
主要探讨人与人 ，

人与社会
，
人与 自 然

之间的关系 。

”

由 于人是历史 的主角 ，人是历史研究的核

心对象 ，
人 （ 学生 ） 的发展是历史教学价值的体现 ，

所以

初中历史教学必须有
“

人
”

。

那么 ，
何为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 ？
“

历史教学要发现

三种人 ：创造历史 的人
，
记载历史 的人

，
解读历史的人 。

发现创造历史 的人 ， 就是要发现历史人物 活动 的 目 的 ，

发现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人。 发现记载历史的人 ，
从

记载者获知信息 的途径 、 所处 的情境与 期望 三方 面入

手。 发现解读历史 的人 ，是指学生在解读历史 的过程 中

发现 自我立足点
，
所持前提与预设 、所处 时代 与环境等

，

以便认识 自 我 、发展 自 我 。

”

在此 基础 上 ， 笔者认为 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应始终以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 、行为 、

影响为主线 ；始终坚持甄别史料真伪 ， 还原历史 的真实 ；

始终坚持以学生 为主体 ，
以 促进学生 的发展为 目 标 ， 以

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为追求。

那么 ，
如何打造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呢 ？ 接下来 ，笔

者试以
“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

（ 下简称
“

本课
”

） 设

计与实践为例
，
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相关的策略 。

二 、 如何打造有
“

人
”

历 史教学

１ ． 立足课标解读
“

人
”

新课标对历史课程 的性质 、 理念 、设计思路 、 目 标 、

内 容 、 实施建议等系统的 阐述 ，反映社会对历史教学的

定位与要求 ，
所以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中
，
对人物的解读 ，

对学生发展 目 标的制订 ，
对整体教学的定位 ， 必须以课

标为依据。 备课中 ， 教师深人分析课标 ，准确把握教学

宽度与深度 ，
提炼教学 中心 ，

确立教学主线 ，
订制教学 目

标
，
恰如其分地牵引 学生走 向历 史深处 。 否则 ，

教学很

容易走人两种误区 ，
要 么简单化 、套路化 ，直接把历史结

论式地灌输给学生 ，视域狭窄 ， 观点陈 旧 ； 要么复杂化 ，

内容庞杂 、走 马观花。

以本课为 例 ，
通过两个版本 的课程理论 比较可 发

现 ，
２０ １ １ 版强调

“

中 国近代是一个急剧变动 的时期 ，
它反

映在政治上
，
是一系列政治变革此伏彼起 ； 反 映在经济

上
，
是新的经济 因素

——

资本主义的发生 与 发展
”

。 从

变化中 可见
， 它从现代化 史观的 角度强 调 中 国近 代 的

“

主动
”

与
“

探索
”

， 肯定 民族工业发展是经济近代化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两个版本的课程 目标对 比分析 （ 如

特 ： 内 蒙古 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２２２－２３ ８ ．

［ ４ ］张靖研 ， 张丽 ． 召 湾 汉 塞 瓦 当

的文化意义研究 ［
Ｊ

］
． 档 案 图

书 与 博 物 馆
，

２〇 １ 〇（２ ） ：

１
１ ８

－ １ １ ９ ．

［
５

］王 文 涛 ． 是
“

天 降 ｊ
ｉｆｔｎｇ 单

于
”

，
还 是

“

天 降 ｘ ｉ６ｎ
ｇ 单

于
”
天神观与 汉匈 政治 关

系 的 一 个 审视点 ［
Ｊ ］

． 河 北 学

ｆ］，
２０１ ３

（
３

） ：
５６－６２ ．

［ ６ ］陈 邦怀 ？
一得集 ［

Ｍ
］ ． 济南 ： 齐

鲁 书社
，

１９ ８９ ．

［
７ ］班 固 ？ 汉书 ［

Ｍ
］

． 北 京 ： 中华 书

局
，

１９６２ ： ３７
－

９８ ．

［ ８ ］ 陕西 省 考 古研 究 所秦汉研 究

室 ． 新编 秦汉 瓦 当 图 ［
Ｍ

］
． 西

安
：
三秦 出 版社

，

１ ９８６ ： １ ６８－

１７０
，

１ ８２ ．

（ 作 者 地址／ 江 苏 省 淮 阴 中 学 ，

２２３００２ ）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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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敢 想
实业 救国

自然经济束缚
一重农 抑商

近代社会 的困境——半封建 半殖 民地

洋布 ， 洋 紗 、 洋花 边 、 洋 袜 、 洋 巾 入 中 国
，
而 女

红 失业
；
煤 油 、 洋烛 、 洋电 灯入 中 国 ，

而 东 南 数省 之

柏树 皆 弃为 不材
；
洋 铁 、 洋针 、 洋钉入 中 国 ，

而 业 冶

者 多 无事投闲 。 此 其大 者 ，
尚有 小者 ．

不 胜枚 举 。

封 １１主乂——郑观应 《 盛世危 言 》

（ 厘 金税 ） 征收点 总数不 下一 万 处……征收 名 目

多 如 牛毛
… …征收的 税率 ， 由 原 定 的货值 的

一

厘 即使

１％猛增 到５％以上
，
厘金恶税造成 产销 两 地价格悬

殊
，
使 本 国 商品寸 步难行 。

帝国主Ｘ—徐健 生 《 民族 工业发展 史话 》

青史 留名 ，增强教学 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

２ ． 剖析时代挖掘
“

人
”

历史的特征就是过去 的 ，不可 以重来的 ，
创造历史

的人与解读历史的人有着不可 以跨越的时空距离 。 如

何让二者跨越这个鸿沟 ， 穿越时空进行交流与碰撞 ？ 这

就需要在教学 中 ，

一方面 ， 要剖 析时代的 特征 ， 梳理脉

络 ，
重塑历史 的现场 ，

这样 ，学生才能深度理解人物的处

境 、思想 、行为 ，否则学生容易坠入以今人思维评弹古人

功过的误区 。 另
一方面 ， 需要深挖不 同类型的人物 ， 挖

掘人物不同方面 ， 为学生多角度 ，全方位地解读时代的

特征
，分析历史事件的作用影响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 。

以本课为例 ， 近代民族工业萌芽 、发展 、衰落于一个新

旧交替、 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时代 ，
所 以它注定曲 折

与艰辛。 实业家的发展与命运 ， 实业家的情怀与贡献 ，亦

只能在民族工业的跌宕起伏中 ，才能得以 淋漓展现。

基于上述分析 ， 笔者在教学中时代背景的铺设贯穿

始终
，
并注意它与古代社会的纵向对接 ， 与世界形势的

横 向联系 。 具体要求操作如下 ： 首先以视频材料 《雍正

像耕织图册》为媒介 ， 实现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对接与过

渡 ，令学生清晰古代 中 国 以农为本 ， 重农抑商的 自然经

济特点 ；
再以 史料证明封建主义与帝国主 义的阻碍 ，

让

学生神人近代史半封建半殖民地困境 中 ， 思考兴办实业

的艰辛 ， 突出 时代背景 （ 见 图
一

） 。 另
一方面 ，

鉴于教材

关于民族工业发展阶段简单不够全面 ，所以 教学中 补充史

料铺设完整的中国 民族工业发展上升 、下降过程 图 ，让学

生认识民族工业发展的过程与特点 ， 同时为学生对认识人

物提供史实资料 ，
为情感的深化奠定基础 （ 见图二 ） 。

你Ｕ泠在这个时代中Ｒ营资本办实处 ， 推蚂？

教 学 参 考

下表 ） 可发现 ， 课标的要求 由原来的
“

讲述
”

“

了解状况
”

的识记层次 ，上升到
“

初步认识
”

的理解与运用层次 ；
张謇

办实业由原来的唯一故事 ，转变为例证 ，分量有所下降 。

课标版本 课标表述

２００ １ 年
（
旧

）

讲述张謇兴 办 实业的 故事 ， 了 解近代 中 国

民族 工业的 曲折发展的 状况 。

２０ １ １ 年 （新 ）

以张謇兴 办 实业为 例
，

初 步认识近代 中 国

民族工业的 曲折发展

针对以上变化
，本课程教学 目 标 、教学方式 、教学人

物作 出 以下定位 ：

（
１

）教学 目 标 ： 教学大方向
“

正面肯 定民族工业 （ 民

族实业家 ） 的地位 、作用及历史贡献
”

；
教学主题为

“

敢问

路在何方
”

，彰显实业家 的主动与探索精神 ；
教学重点为

“

了解 民族工业发展的 曲折发展过程及理解主要阻碍因

素
”

，
反映时代的特点 ；

教学的难点为
“

民族工业 （ 实业

家 ） 的历史贡献与地位
”

；教学的主基调是突显近代民族

工业的历史贡献
，
彰显 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精神 。

（ ２ ） 教学形式 ： 本课的教学 目标提高了 ，但八年级的

学生能力与知识的贮备不能与之很好地匹配 。 这个阶

段的学生信息处理能力 ，理性分析能力 比较弱 ；他们除

了在第 ６ 课 了解过洋务经济外 ，
关于经济方面学习 几乎

空 白
，
所 以本课如何有效提髙学生学 习 意愿 ，

如何降低

学习难度
，
所以选择教学方式很是关键 。 结合学情 ，

本

课教学方式为
“

实施主题式情境教学 、整合教学资 源 ， 紧

紧抓住学生 的注意力
；
教学过程 中使用 的资料 ，先进行

整理与加工 ， 降低难度 ，
呈现形式力求直观生动 、梯度递

进
，
以降低难度 ；教学中重视以 情动人 ，

以情感去触动学

生的心
，激发学习 的意愿 。

”

（ ３ ）教学人物 ：本课的教学 目标提高 了 ，但教材 内容

单薄 ，
教学人物单一 ，

所以 教学人物必须丰富起来 ，
要挖

掘更多实业家 ， 以更好地还原历史 面貌 。 张謇这一历史

人物
，
分量虽有所下降 ，但他的主角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

他的身份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典型代表 ，
他是实业救国思

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 他的个人兴衰又是 近代实业发展

的缩影 ，他的思想情怀特别地动人心弦 ，
所以张謇这一

人物必须深挖
，
让他要贯穿教学的始终 ，

推动历史事件

的徐徐展开。 但历史从来都不是
一

个人的独角戏 ，
正是

因为有许许多多实业家投身实业 ，
近代民族工业才能汇

聚成为历史潮流。 他们 ，都应该为人熟知 ； 他们 ，都应该

Ｅ－ ｍａ ｉ ｌ ： ｚｘ ｌ ｓ
ｊ
ｘｃｋ＠ １６ ３ ． ｃｏｍ

卜

时

代
背
景



縣察
丨

急丈 教
＿

学 参 考ｇ
时间 发展趋 势

洋务 运动
一清末 兴起

辛 亥革命


战 短暂春 天

－

战
一

１９２７ 受 挫

１ ９２ ７
—

１ ９ ３ ７ 较快发展

抗 日战争 日益萎缩

解放战争 陷入绝境

＾６
〇

－

＼
８

ｌ
°＼＾°

＼
°

ｉ

＾^

笔者在教学 中
，除 了深挖南通实业家张謇外 ，还开

发了 其他丰富的人物代表 ， 如航运业的卢作孚 、化工业

范旭东 、 面粉业的荣氏兄弟 、火柴业的刘鸿生 ， 民 营铁路

的陈宜禧 ， 葡 萄酒业的张裕等 。 他们从不 同侧面 ，
展现

民族工业创造的成就 ；许多的人命运多舛 、惨淡收场 ，
反

映民族工业最终的没落 。 但荣氏集 团 的屹立不倒 ， 张裕

酒业的百年不衰 ， 这又让学生在现实生活找到 与历史连

接的事物 ，见证近代实业精 神在 当今社会的传承。 总

之
，
人物

，
在时代 中 闪亮

；
时代

，
因 人物而璀璨 ，

二者 ， 互

相印证 ，揉成一个整体。

３ ． 慎 用史料还原
“

人
”

“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 基石 ， 也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素

材 。 在历史教学 中
，
如果 抽掉有 价值的史料

，
或缺少有

亮点的史料教学环节设计
，

历史思维能力 的培养就要面

临
‘

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

困 境
，
历史教育这座大厦就会

坍塌 。

”

所以史料教学是有
“

人
”

的历 史教学 中重要教学

方法 。 但史料的运用 ，

一定要谨慎
，

一

方面要结合学生

的特点与认识水平 ，
组合上 系统化 ，

逻辑 化 ， 形式上灵活

化
，
帮助学生在史料中 思辨真伪 ，

训练思维
， 做到为

“

人
”

服务 ；另
一

方面 内 容上求真 ， 求精 ， 要避免史料无序堆

砌
，
或晦涩难懂 ， 流 于形式

，
力求学生在史料探索 中 ，还

原真实生活的历史人物
， 做到以

“

人
”

为重 。

本课以完成 民族工业上升的发展过程 ，
展示历史人

物的史料为例 ，据此再谈谈史料 的开发与慎用 。

首先运用 了 五则史 料 （ 史料
一

、二 、三 、四 、五 ） 构建

民族工业 由萌芽到发展的上升 阶段 ， 并注意与教材观点

对应 ，
建立

“

点 （ 史料一 、二 ） 、线 （ 史 料三 ） 、 面 （ 史料四 、

五 ）

”

的立体构 图 ， 为学生的信息提取 ，
系统梳理提供 了

充足而逻辑的依据 。 但关于 民族工业的发展 ，
教材的观

点是
“
一战后 一蹶不振

，
从此没有得到恢复

”

，
而学术界

新研究表明 民族工业在 １ ９２７￣１ ９３６ 间获得较快的发展 ，

并达到顶峰。 笔者摒弃了教材 旧 观点 ，
采纳研究的新观

点 ，并且 以史 料 （ 史料五 ） 为证 ， 以 确 保教学的正确 性 。

其中
，
史料二 、史料三 、史料四 都与 人物相关

，
有个体材

料 ，又有整体数据 ，突显人物 的重要性 ， 学生在史料的探

索过程 中 ，逐步加深对人物的认识 ，
加深对时代的认识。

史料一 ：
１ ８６９ 年上 海发 昌 机器 厂 和 １ ８７２ 年 广 东 继

昌 隆缫丝厂 分 别是 由 工 场手工 业转 变 为 直接 用 机器 生

产 的 两 个典型 例 子 。 它 是最早 出 现 的 两 家 民族 资本

工厂 。

——

《 民族 工业发展史话 》徐健生

史料二 ： （
１ ８９９ 年

， 清末状元 ） 张謇办厂 （ 大生纱厂 ）

弃官经商 ， 爆 出 了１ ９ 世纪末
一 大社会新 闻 ，

为 时人瞩 目

并引 发后人回味。

——

《 民族 工业发展 史话 》徐健生

史料三 ： 大生 纱厂发展数据

年代 纱锭数 资本 累 计 纯利

１ ９０４ ４０７００ １ ５８ 万 ４５ 万

１ ９０ ７ ４０７００ ２５２ 万 ５ ６ 万

１ ９ １ ２ ６６７００ ２７９ 万 ６２ 万

１ ９ １ ３ ６６７００ ２２９ 万 ６６ 万

史料 四 ： 实 业家 的
“

资本
”

发展 简 表

实业 家 起家资本 鼎盛 资本 （ 万 ）

张謇 ０ ． ２ （ 万 ） ２ ． １ ８３
（ 万 ）

范旭 东 〇 ． ８ （ 万 ） ３５０
（
万

）

卢 作孚 １ 只 小轮船 １４８ 只轮船

荣 氏 兄弟 ３ ． ９ （ 万 ）
１ 亿

刘 鸿 生 ２０ （ 万 ）
２０００亿

史料五 ： 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

丨
． 据估计 ，

１ ８９４ 年近代产业 资本 中

族工业
， 则 其 ７ ００ 万元左右的 资本总额 。

如果将 纯粹 的 民

５５

Ｅ－ ｍａｉ ｌ ： ｚｘ ｌｓ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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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参 考
＼ 课堂观察

２ ？ （ 在工矿业 ） 即 １ ８９５
—

１ ９ １３ 年…
… 其余 均 为 商 办 即单

纯的 民族资本 ，
共 ４６５ 家

，资本 ９０７９ ．
２ 万 。

３ ． １９２０ 年本 国 工业 ５ ． ６ 亿元
，
多 于外资 ５ 亿元

，
其 中 有 民

族资本达 ４ ． ５ 亿元 。

４ ．

（
１ ９３６ ） 单就 工业资本 而 言…… 包括东 北华北民 营在 内

的资本近 １ ８ ． ９ 亿元
，

１９３６ 年 全 国 民族工 业 资本是 １ ９２０ 年 的

４ ．

２ 倍 ，
也是近百年 民族 工业 资本额的 顶 点 。

——据徐健生《 民族工业发展 史话 》 整理

（ ２ ）人物要成为教学的主角 ，就要有血有 肉 ，才能打

动学生 ，忌
“

千 人
一

面
”

的毛病 ，
所以 在教学中 ，善于运

用史实 ，让人物鲜 活起来 ， 既要有共性 ，
又要有个性 ， 最

终方可以
“

情
”

动人 ， 才会成为学生情感提升的基石 。 如

本课
，
在教学的最后 ，

以实业家 的爱国 事例来彰显其爱

国深情
，
这些人物 的史实 ， 令人物情操展现无遗 ，将人物

教学推至高峰 ，将学生的情感激发至顶点 。

实业家的爱国事例运用归纳表

人物 爱 国 史 实 形式

张謇

创 办 南通近代第
一城的成 就 图 片

张謇死后的陪葬品 ：

一顶礼帽 、

一副 眼镜
、

一把折扇 、

一颗乳 牙 、
一束胎发

资料

张謇的格 言 ： 天之生人也 ， 与 草木无 异 ， 若

遗 留一二有 用 事业 ， 与 草木 同 生
， 即 不 与

草木 同 腐

卢 作孚

抗 曰 战争 中运输抗战物 资 、
人 员 的 贡 献 ：

著名 记者徐莹在她编写 的 《 当 代 中 国 实业

人物 志》 中说 ：

“

没有卢 作孚 ，
没有 民生公

司 ，
没有民生公司 ，

没有这些牺牲 ，
也许不

能造 成战争 时那些局面 。

”

——节 选 自 纪录 片 《百年商海 》

视频

范旭 东

范旭 东 在抗战 爆后拒绝 外 国保护 与 日 本

呑并 ， 迁厂后 方 支持抗战 的 事例
视频

小 结

提升

毛泽 东在谈到 中 国 工 业发展 时 曾 说
… …

讲轻 工

业
，
不 能忘张謇

；
讲化 学 工 业 ，

不 能忘 范旭 东
；
讲 交

通运输
，
不能忘卢 作孚

４ ． 创设情境牵引
“

人
”

建构主义认为
“

情境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个核

心概念 。 建构 主义认为 ，
学 习 者 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

纖 ５６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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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
，借助 于他人 的帮助 ， 如人与 人之间 的协作 、交流 、利

用必要 的信息 ，
通过意义 的建构获得 的 。 由此可见

，情

境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起点。

”

所 以 打造有
“

人
”

的历史教

学 ，运用情境教学方法
，
自 始至终地牵 引 教学进程 的推

进
， 牵引 着学生 神人历史。

在本课教学 中创建 了 

“

推荐 中 国 近代
‘

实业英雄
’
”

的教学情境
， 为本课教学活动 的开展 ，

教学 内容的整合 ，

教学情感的传递搭建平 台 。 课始
，
它是近代实业英雄标

准 的讨论 ；
课间

，
它是实业家坚韧实 干的行为表现 ； 课

终 ，它是毛泽东
“

讲轻工业 ，不能忘张謇 ；讲化学工业
，
不

能忘范旭东 ；讲交通运 输 ， 不能忘卢作孚
”

的概括 ；课

后
，
它是学生对 自 己灵魂深处那位实业家的追寻 ！

而教学的主体 内容 ，
在

“

敢问路在何方
”

的追问式的

主题下 ， 笔者设计了 

“

敢 想 、敢干 、敢担当
”

三大情境板

块 。

“

敢想
”

部分阐述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为

学生理解民族工业 的 曲折发展及其制 约 因素 打下 初步

基础
， 实业家在民族危亡之际 ，

行
“

实业救国
”

之路
， 令人

动容 ；

“

敢干
”

部分探究民族工业发展 的曲折过程并理解

主要 的阻碍 因 素 ，
归纳 民族工业的主要特征 ， 实业家的

拼搏与实干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

“

敢担当
”

展 示部分近

代实业家在国家危难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 的爱 国 行径 ，

显示近代实业家爱国深情
，
继而深化民族工业在近代历

史的作用与地位 ， 实现情感的提升 。 三大板块完成后 ，

回归 到教学主题
“

敢问路在何方
”

历史追问
，作 出

“

路就

在脚下
”

时代 回答 ！ 最后本课以
“

写 给某实业家 ， 我心中

的
一句话

”

的作业设计 ，没有答案的预设 ，没有思维的 限

制 ，让学生与 历史人物展开精神上的对话 ，实现情感的

内化 。

有
“

人
”

的历史教学在面上始终关注三种人 ，而教师

作为特别的解读历史的人始终存在 ，
指导着教学的全部

行为
，却不喧宾夺主 ，

因为教学的主角是历史的本身 ，
教

学的主体是学生 。 也许 ，

“

空 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

，
这

句小诗
，
也可作为这种境界 的描述吧 ！

（作 者地址／广 东 省 广 州 市聚德 中 学 ，

５ １０ ３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