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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目 主持人／齐 健
Ｕ果 堂观察

【 编者按 】 以
“

教学研磨
”

幵展基地培训是上海市浦东新 区历史教师培训的一大亮点 。 其流程是幵课学员备

课 、 主持人协助磨课 、 基地专家评课 、 全体学员共 同反思
，
而内容涉及学员的教学感悟 、 同伴的教学经验 、 专家

的学术指导 。 因而 ， 每
一次研磨 活动都是学员与 自 己 、 与同伴 、 与专家的对话 。 每

一

次
“

教学研磨
”

与其说是学

员在完成基地布置的培训任务
，
不如说是学员的

一

次成长历练 。 这里选取的
“

教学研磨
”

个案是陆海霞学员的教

学设计和张耕华导师的精彩点评 ，
大家从中可窥该基地培训方略之

一二 。

絨料紬ｓｉ州辩和擦
—以

“

汉代的丝绸之路
”一
课教学为例

〇 设计 ／ 陆海霞 （ 上 海 市 上 南 中 学 北校 ）

〇 点评 ／ 张耕华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历 史 系 ）

一

、 引言

“

时空观念
”

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中 的重要 内

容 ， 包括历史 时序观念和历史 空 间观念 ， 其核心 内

涵是指在特定 的 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 中 对事物进

行观察 、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 在 《义务教育历

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中关于
“

时空观念
”

有 如

下培养 目标 ：

“

了解历史的时序 ， 初步学会在具体的

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
，
从历史发展的进

程 中认识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的地位和作用。

” “

在

学习 历史的过程中 ，逐步学会运用时序与地域……

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

”ｍ
那 么 ， 中学历史课

堂中应如何落实上述培养 目标呢 ？ 在
“

汉代丝绸 之

路
”

一课中 ，我做了一些探索与尝试 ， 敬请同 行批评

指教。

点评 ： 本课的主题是
“

时 空
”

素养在初 中 历 史教

学 中 的 具体落 实 。 课程标准对
“

时 空
”

的 要求很 多
，

一堂课不可能都有落 实 ， 本设计 只选择其 中 几个环

节
，
拟 定几种 实施的方案 。

二
、 时 空观念在本课教学中的具体落实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普通初级 中学的初一学生 ，

他们刚刚接触历史 不久 ，其知识的积累 、 历史 的学

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相对有限 。 他们思维活跃 ，
充满

好奇心和想象力 ，
但还 没未形成独立 的 判断意识 ，

教师除了传授知识 ，
更好地保护 、更 多地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 和想象力外 ， 时空 上 的
一

些基本识别方

法 ，
也需要在初中 阶段及时教授并使学生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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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的 内容选 自 华 东师大版七年级 （ 上 ）

第 ９ 课
“

汉朝的兴盛
”

中 的一个子 目
， 在备课过程中

也参照了２０ １ ６ 年统编教材七年级 （上 ） 第 １４ 课
“

沟

通中外文明 的
‘

丝绸之路
’ ”

。 本课作为第三单元中

的第二课 ，体现了秦汉时期农业文 明方面的 时代特

征
，
也体现游牧文明与农耕文 明交融的特征 。 游牧

民族是游击 战术的 高手 ，
而 汉朝 社会经济蓬勃 发

展
，物质文明 繁荣 ， 为北疆构筑完善的 防御体系提

供了条件 ，
不经意间 形成 了 今天所说的 丝绸之路 。

从中 国的视角 看 ， 丝绸之路的开通 ， 以 及后来 的西

域都护 （ 府 ）设立 ，
奠定 了 疆域之 中 国 的基础 ，

丰富

了中华文化 的 内涵 ； 从世界的视角 看 ，
不 同文 明 之

间的交流 、碰撞 ，
促进了文明 的融合与发展。

点评 ：
课程标准 中的

“

时空
”

素养 ，并无初 、 高 中

的差异及说明
，
其 实应有 深浅难 易 的 不 同 ，

不 可混

而不 分
， 甚至前后难 易 颠倒 。 故 教师 自 己 应 明 确 ：

一

、授课对 象是初 一 学 生
，
指 出

“

时 空
”

学 习 上的 基

本的识别 方法
，
应该在初 中 阶段先行教授 ；

二
、 所依

据的 教材
，

及本课在 中 国 古代 史上的 地位等 。 有此

两层含 义 的 说 明 即 可
，
与 主 题 无 关 的 叙述

，
或 删

或省 。

时空观念在本课中 的具体落实 ，我 主要在三个

环节上做了一些探索 ：

（

一

） 结合地图与活动 ， 教会学生地图 识别 的基

本方法

人类的一切活 动都是在一定的空 间 即地理环

境 中进行的 ，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 、 历史现象的 出

现和历史人物的活动 ，都离不开特定的 历史地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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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而 中 国 治 史一 直 有一个优 良 传统 ，

“

左 图 右

史
”

，
历史地图反映人类在不 同时期 的发展状况 ，

提

供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 、空间联系及其地理环境 。

本课中的西域 、丝绸 之路 、
玉门 、 长安 、 中亚等

都是历史事件发生 的具体的空间点 ，
是理解时空观

念最基础 、最基 本的要素 。 我认为 ，
课堂教学 与其

让学生对着课本死记硬背这些历史地名 ，
不如让其

在识别地名 的地理位置时 ，学会识别地 图 的
一些基

本方法 ， 由 此人手来培养学生基本 的时空观念 。 所

以我充分运用 历史 地 图 ，
将史事置于具体的 、 正确

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 例如 ： 结合 《 张骞通 西域

示意图 》认识广义和狭义的西域概念 ；读 《 丝绸之路

示意图 》
，
设计

“

黑板上
‘

走
’

丝路
”

小 活动 。 在活动

开始之前
，
第 一步先引 导 学生确 定地 图 的方位 坐

标 ，告诉学生任何一种地图其空间方位坐标是确定

的
，
即顺时针方 向对应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第二

步 ，教会学 生在理解地名 中 确定其具体 的 地理位

置 。 学生虽然确定 了地图 的方位坐标 ，

一

旦开始读

图 、识图 、制 图 ， 仍 不能具体确定其地 理位置 ， 这就

需要教师对历 史地 名进行适度的解读。 如
“

河西
”

一词
， 已经

“

透露
”

了 它的基本方位在黄河之西 ； 又

如玉门关 ，

“

关
”

是 门户 。 之所 以称
“

玉 门
”

， 因 西域

输入玉石 （ 著名 的物产 ）时取道于此而得名 ，
通道之

门户 即
“

关
”

，
明 白 了 这一点 ， 那它的 地理方位也就

可以确定 了 。 这样
，
在学生 活动的 同 时 ，教 师一边

解释 ，
学生一边摆放地名位置 、演示方位 ； 由 长安往

西 ，

一直到中亚的通道 ，
要求学生循着东西走向 ， 将

写有历史地名 的卡 片 ，

一一嵌入适 当 的地理方位 。

师生合作一步步完成地图上的地名排列摆放 。

设计这样 的小活动 ，
既培养了学生读历史地图

的技能 、方法 ，
即读 图时的空间方 向 的识另 １

ｊ
，
又在动

手动脑中 自 然 而然地记住 相关的地名及其地理方

位 ， 在头脑中初步建构 了
“

丝绸之路
”

的空 间概念。

虽然这一活动的手段较传统 ，
但实际起到 的教学效

果很好。

点评 ： 陆 老 师 运用 的 第 一种 方 法 ，
是设计 一 个

“

小活动
”

，

以教会 学生识 图 、 画 图 上的 一 些 基本方

法 。 这个
“

小 活 动
”

非 常 实 用 ，值得推介 ， 其 中 的 几

个要点 当 特别 留 意 ： 其一
，
告诉 学生 ， 任何地 图 的 空

间 方位
，
都是顺 时针地 对应 着 东 南 西 北 。 其二 ， 涉

及历 史地名 ， 教 师 不 能 让学 生 死记硬 背 ，
当 在讲解

中 让学生 明 白 地名 的含 义
，
由 此判 断 其地 理方位 。

如
“

河 西四郡
”

，
不妨 画一 个 大 的

“

几
”

字 （ 黄河 的干

流呈
“

几
”

字 形 状 ） ，
借助 字形 ，

指 出 它 的具体方 位 。

就教学 目 标 而 言
，

一 个 学 生 知道
“

河 西 四 郡
”

的 方

位
，
即使不 能

— 写 出 它 的 地名
，
则 也可 以说他 已

经 完成 了 学 习 目 标
；
反之

， 学 生 即使 能
——记住它

的名 称 ，却不 知道 它在 东 南 西 北哪 个 方位 ， 这样的

记忆又有何意 义 ？ 其 三 ，
整个 活动过程

，
须 由 教 师

带 着领 学生一起做 。 讲 了 地 图 方位的识 别方 法 ，
还

只是
“

纸上谈兵
”

， 学 生未 必能顺利 地画 图 、填 图 ，
故

“

小 活动
”

不能 完全放任 学生 自 己去做 （ 真 的放任其

做 ， 学生不 看教材 ， 实 际上也做不 出 ） 。 课堂上的 活

动
，
不可停 留在形 式

，

一定要落到
“

实处
”

；
如只 图 个

热 闹 ，

活跃 气氛 ，
极 易 流 变 为

“

嬉戏
”

。 读 图 的基 本

方 法和技能
，
适 宜在初 中 阶段教授给学 生 ，

它 看似

简 单 ，

切不可轻 易放过 ， 学生
一旦学会 ，

则 受益匪 浅 。

（
二 ） 创设历史情境 ，

“

神入
”

历史时空体验理解

史事
“

历史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境遇 。 这种境遇就

是在场性
”

［
２

］

。 那 么 ， 如何让学生能够 以
“

在场
”

的

视角 ，看待历史 现象 、历史事件 ，
避免以今度古 呢 ？

“

就应直击历史 ，设身处地 ，
进行历史想象 ，将 自 己放

人历史之中 ，

‘

神人
’

历史时空之现场 ，进入历史的情

况
，进入历史的时间 ，进人历史的空间 ，然后由此想象

当时可能发生的
一切 ，进行同情之切身化理解

”
［

３
］

。

在以前的教学 中 ， 由 于忽略帮助学生构建历史

场景 ，结果造成了一些误解。 如在学习
“

北京人
”
一

目 时
，
或许是关于荒野求生的影视看多 了 ， 学生对

于
“

北京人
”

的 生活 向往不 已
，觉得惊险 、 有趣 、刺

激 ，在课后作业
“

北京人的
一

天
”

中
，
有不少男 生竟

然将这一天写成如何运用先进装备进行猎奇探险

的故事。 为此 ， 在本课教学 中我注意了历史情境的

创设 ，
历史细节 的呈现 ，

帮助 学生一起进行历 史想

象 ， 引导他们
“

神人
”

历史的时空中 。

环节
一

：

“

神入
”

当 时的汉匈关系

师 ：这条丝 绸之路为什么会 出 现呢 ？ 西汉 初

年 ，
北方匈奴经常南下劫掠 ，

汉初统治者无力抗争 ，

只好用和亲 、
互市 等方式 每年给大量 的粮食 、 物品

来换取和平 ，
但这不 能最终解决问 题 ， 匈奴的要求

无休无止
，
也不遵守诺言 ，致使汉朝财政不堪重负 。

为何汉初无力抵挡 匈奴的南下掠夺 呢 ？ 这需

要教师带领学生
“

神入
”

历史场 景 ： 那是 冷兵 器年

代
，
没有今天常见 的飞机 、

坦克 、 导 弹等武 器 ， 有 的

只是弓箭 、刀枪等武器和战马 ，
而这些方面 ， 农耕 民

族显然远 逊于游牧 民族。 秦 以前 ，
匈 奴还是 小部

落 ，

“

此等小部落 ， 大兴师征之 ，
则遁逃伏匿 ，

不可得

而诛也 ；师还则寇钞又起 ； 留卒戍守 ，
则劳 费不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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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唯有筑长城 以防之
”

。 此时 筑长城 ， 确有
“

省戍

役 ， 防寇钞 ，休兵而息 民
”

之功效
［
４

 ］

。 至汉 以后 ， 匈

奴 、鲜卑等 ，都是控弦数十万 ，入塞者辄千万骑 。 此

时倚仗长城就不足 以御敌了 。 而主动 出击 ，
经济条

件也不允许。

经过汉初几代 的休养生息 ， 到汉武帝时国 力强

盛
，
因此

一

改汉初 的方式 ， 主动 出击攻打匈奴 。 但

要彻底消 除匈奴 的威胁 ， 却是困难重重 。

一 天
，
汉

武帝从一位匈奴俘虏 口 中得知 ： 游牧 民族大月 氏本

在河西走廊一带
，
被 匈奴打败 ， 匈奴单于还将大月

氏王的头颅砍下 当酒杯用 ，
大月 氏苦于孤立无援 ，

被迫一再西迁到中亚 （ 今天 阿富汗 、土库曼斯坦一

带 ） 。 听到这个消息 ，汉武帝立 即制定 了联合大月

氏夹击匈奴 的策略……

点评
：
陆老师 运用 的 第 二种方 法

，
是选取 了 三

个环节 ， 帮 助 学生
“

神入
”

历 史
，
即调动 学 生 的想 象 ，

回到 历 史的场 景 中 去体验理解 史事 ，教 学 目 的是训

练 学生在历 史思维 中 进行时 空 的转换 。 在这里
，
教

师 必须 时时 注意提醒 ：

“

神入
”

历 史 的 时空 中 想 象历

史人物 的各种活动
，
要

“

设 身 处地
”“

身 临其境
”

，

不

能掺入 、带入今 日 的 素材 、今 日 的生活经验。 比如
，

汉 匈 关 系
，

汉攻打 匈 奴 的各种 困难 ，
那 是冷兵 器 时

代的难题 ，
要

“

想 象
”

冷兵 器 时代的 一般状 况
，
不 能

把今天 的战争经验带进去 。 又如
，讲 西域的 自 然条

件
，
要结合 当 时 的 生 活状 况 来

“

想 象
”

，
不能把今天

（ 空调 、御寒衣服 ） 的素材搬进去 。 这是时 空转换上

的基本功 ，
需要从小 训 练

；
不 能转换或转换错误

，

否

则 就会犯以 今测 古 的 错误 。 本课 的 对 象是初一 学

生
，
所教的 方法

， 多属 于 基本之基本 ，
门 径之 门 径

，

虽说是最基本的 东 西 ， 却需要有严谨 的训 练 。 初 中

教学切莫追 求
“

高 大上 、新奇深
”

，
而 忽视 了 这些 基

础性的 思维训 练 。

特别要注 意 的是
，

历 史 思 维 的 时 空 转换
，
仍 需

要从 史事的讲解 中 来体现 ，
而 不是讲些 史学理论的

大道理 。 比 如
，
讲汉 与 匈奴 的 关 系

，
自 然要 牵 涉到

秦修长城以 防 匈 奴的 事
， 到 了 汉代

， 先前修筑的 长

城都还在 ， 为什 么起不 到 防御 匈奴 南 下 的作用 ？ 这

需要教师 带领学生
“

神入
”

历 史 的场景去体验 ： 那是

冷兵器年代 ，
没有今天常见 的 飞机、 坦克 、 导弹等武

器
， 有的 只 是 弓 箭 、 刀 枪等武 器 和战 马 ， 而 这 些 方

面
，农耕民 族显然 远逊 于游牧民族 。 而 秦 以前 ， 匈

奴等还是 小部 落 ，

“

此等 小 部 落
，
大兴 师征之

，
则遁

逃伏 匿
，
不 可得 而 诛也 ； 师还 则 寇钞 又起 ； 留 卒 戌

守 ，
则 劳 费 不 资 ；

故唯 有筑长城 以 防之
”

。 所 以
，
秦

以前 的修筑长城
，

确 有
“

省 戍役 ，
防寇钞 ，休兵而 息

民
”

之功 效 。 至汉 以 后
， 匈奴 、 鲜卑等 ，都是控弦数

十 万
，

入塞者辄千 万骑。 此时再倚仗长城就不 足以

御敌 了 。 而 主动 出 击
，

汉初 的 经济条件也不 允许。

这是 吕 思勉先生在 《秦始皇筑 长城 》
一文 中 的 看法。

（ 见 《 吕 思勉全集 ． 读 史札记 》 第 ９ 册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２〇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版 ， 第 ５如一５Ｗ 页 ）
还可参考钱

穆先生 《 中 国 史上的 南北强 弱观 》 的一些论述
，
钱先

生说 ：

“

匈 奴是
一个骑马 的 民族 ，

而 其 军 队则全是骑

兵。 第 一次有名 的汉 匈奴战 事 ，
为 白登之 围 ：

‘

冒 顿

佯败走诱 汉兵
，
汉兵逐击 冒 顿 。 冒 顿 匿 其精兵

，
见

其羸弱 ， 于是汉悉兵
， 多 步 兵 ，

三十二 万北逐之 。 高

帝先至平城
，
步兵 未尽到 ，

冒 顿纵精兵 四 十 万骑 围

高 帝于 白 登
……

匈 奴骑 ，
其西 方尽 白 马 ， 东 方尽青

马 尤马 ，

北方尽乌骊马
，
南 方尽 马辟马

’

（ 《 史记
．

匈

奴列传 》 ） 。 这一役双方 军事 利钝胜败的 关键
，
史公

已详细扼要地描 写 出 来 ， 似 乎不 在 乎 南人之 与 北

人
，
而在乎 多 马 之与 少马 。 汉 匈 奴壤地相接

， 綿延

数千里。 虽说
‘

长城足 以 限马足
’

，
究 竟 防 多 力 分。

匈奴只要从
一处夺关 而入

，待 汉援至而 胡 骑 已去 。

边境不胜其扰 。 若长 守和亲 政策 ， 年年 以 缯 絮米蘖

种种礼物结其欢心
，
则 中 国 财 力 曰 弊 ，

而 匈 奴贪欲

难餍 。 彻底的 办法
， 唯有改 防御为邀 击。 只 把 匈 奴

主力 击破 ，使其 大 大的胆寒 ，
则 一 劳永逸 ，

可以有一

百年数十 年 的 安 宁 。 这 是 汉武马 邑之谋之 由 来 。

马 邑之谋既败
，

汉 匈 奴和局破裂 ，
汉廷遂决 计大举

出塞邀 击
，
而 首先 问 题便是组 织 骑兵 队 。 有 了 骑

兵
，
不 仅 可 以 出 塞

，

而 且 可 以 绝 漠。 元 朔 六 年 ，

‘

汉……乃粟马 ，
发十万骑 ， 负 私从马凡十 四 万 匹

’

。

（ 《 史记
■

匈 奴列传》 ） 。 大举 出 击
，
是后

‘

匈奴远遁 ，

而漠 南 无王庭
’

。 然
‘

汉马 死者十余 万。 匈奴 虽 病

远去
，
但汉 亦马 少

，
无 以 复往

’

。 那 时汉朝 的 国 力 与

其对 匈 奴的政策 ，
几乎 可以把 马 之耗 息 来代表。

”

（ 见 《钱穆宾四先生全集 》 第 ３ ６ 卷 ， 第 ２８ １
－ ２ ８２ 页 ）

同样 ，

下 面 第 二个环节 讲 自 然环境 ， 也不 能 脱

离 史事 来讲气候状 况
，
否 则 如 同讲地理课 了 。 这可

以参考钱穆先生《 中 国 历 史精神 》 中 的 一段论述 ，
他

说 ：

“

游牧 民族 的 武装 ，
以 骑兵 为主 。 马 性 爱冷喜

燥 ，

一到秋冬
，
全 身 马 毛都 长 好 了

，
所 以说秋 高 马

肥。 骑兵的武器是 弓 箭 ，
弓 用 肢质制 成

，
所谓 角 弓 。

天寒胶凝 ， 弓 硬箭远。 唐人诗所谓
‘

风 劲 角 弓 鸣 、

所以 游牧民族一到 冬季
，

正值粮食断绝而 武装完备

的时候 ，
而 那时 的 中 国 ， 农村里 已经是秋收冬藏 ，

酒

酿熟 了 ， 布织成 了
，
天然 地引 起北方游牧人的 垂涎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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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魏

这样 团聚而流动的 游牧队伍 ，
可在荒远 漫长 的 万 里

长城之任一 个缺 口蜂 拥 而入 。 中 国 有几十 万 边防

劲旅
，
也是防 不胜防 ，

加以 当 时通讯 困 难而 迟缓 ，待

他处救兵到 达 ，
敌骑早 已远飏 。 散处的 和平农村 ，

面对着这一飘忽 而强 大 的 ， 在天 时 、 地利 、 人和 三 方

配合的侵略大敌 ，
这真是 中 国 史上从始 以 来便面对

着的一个最难对付的 大问题 。

”

他又说 ：

“

南 方人从没有见过冰雪 ，

一旦开上遥

远的 东 北 ， 气候骤异 ， 缩 瑟寒 冷 ， 军 心士 气 ，
先受 威

胁。 满 洲人是全族 皆兵的 ，他们尽在打仗战 阵 中 生

长 。 他们 的 帽子 ，
对耳 鼻 均 可御风 。

上 身 是 皮 马

褂 ， 这是马 上的 军装 大衣。 长 袍 内 襟拖长
，
可 以把

两襟左 右分开 ，
庇护着骑在 马上 的 两腿和膝盖 。 两

手 勒缰和使 用 武 器 ， 有马蹄袖保温 不冷 。 这真所谓

主客异形
，

天然 地便吃 亏 了 。 加以 他们 的 武 器 ， 因

是一个战斗 民族
，
所以 都是配合着 各人 身 材 力 量

，

由 私家各 自精心祷造。 两 种社会 的全部 生活 绝 不

相 同 ，在这样 的对 比下 ， 中 国 军队件件 见弱 。

”

（ 《 中

国 历 史精神》
，
见 《 钱穆宾 四 先生全集 》 第 ２ ９ 卷 ，

台

湾联经 出版事 业公司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７４
＿

７５ 、 ８０ 页 ）

这一段
，

虽 然说 的是后 来 明 清 间 的 情 况 ，但历 史上

汉与 匈奴
，
也 大致也是如此 。

环节二 ：

“

神入
”

当 时西域的 自然环境

师 ： 要出使西域 ，并非轻而易举 ， 为什么呢 ？
一

是路途遥远。 即使是今天 ，
乘上现代化的 陆上交通

工具——火车 ，从上海 出发去新疆也要两天 ， 更何

况那时的人们骑的是胳驼。 二是 自 然环境恶劣
，
到

处是戈壁 、险滩 、沙漠 。 夏季酷热
，
气温高达摄 氏 ５０

度 ；冬季寒冷 ，
常在零下 ２０ 多度 ； 每年八级以上的大

风多达 ８０ 多次 。 当 时没有今天探险的先进装备。

三是对西域不 了解 ，
大月 氏 在哪里也不知道。 但最

要命的是必须 穿过 匈奴控制的 地方 ，
因此

，
接受这

个使命 ，
要冒 生命危险 。 谁愿意去呀 ？ 结果有一人

挺身而出 ，

一位普通 的侍卫皇宫 的 郎官
＇

——张骞
，

担负起 出使西域联络大月 氏 的使命…… （ 播放张骞

两次出使西域的视频 ，
完成 张骞两次 出使西域的 比

较表格 ）

点评 ：
由 于信 息技术 的 普及 ，

现今历 史课上播

放视频是
一种很流行 的 教学 手段 。 这种手段 的优

点
，
是有 Ｓ 共睹的

，
但它也有 不足之处

，
当 引 起我们

的注意 。 我 以 为 ， 采 用 的影视作品 当要有所选择和

甄别 。 这是因 为 ： 第
一

， 影视是艺 术作品 ，
它 的 历 史

场景掺入很 多 艺术加 工
， 甚至 是艺 术虚构 的成 分。

视频 中所看到 是 ，

“

夕 阳 西 下
，
驼铃 声 声

”

，

一 派诗情

画 意的 西域风光 。 其 实
，
当年 西域的 交通状 况是非

常 简 陋 的 ， 来往的 行旅也是异 常艰辛 。 况 且
，
当 时

往 西域 的 交通 工具
，
主要还不是骆驼 。 所 以

，
与 其

采用 影视作品 ，
倒 不如 呈现一些历 史 照 片 。 如 《斯

坦 因 西域考古记》 （ 向 达译 ）
上有几张照 片 可 以采用

（ 见下 图 ） ，
这些都是斯坦 因 于 １ ９３０ 年代前 （

１ ９００—

１ ９０ １年 、 １ ９０６
—

１
９０ ８

年 、 １ ９ １ ３— １ ９ １ ６年 、
１ ９３０— １ ９３ １

此二 图 ， 见之于 《 斯坦 因西域考 古记 》 （ 斯坦 因著 、 向达

译 ） ， 中华书局 １ ９ ３６年 ９月 版第 １ ６至第 １ ７贡间的第七 、 八图 。 或

说此为斯坦因探 险西 域时所 摄 ， 照 片所见 ， 是小型 的探险 队 ，

与历史上动辄数万 人的军 队不可比拟 ， 此说诚然
。
然当年 出塞

的军 队 ， 也 不可 想象 成秩 序 井然 的 一支 支 队列 整齐 的情 状 。

《 史记 》 中说 ：

“

霍去病 则少而侍中 ， 贵不 省士 ， 其从军 ， 天

子为遣 大官齎数十 乘 ， 既还 ， 重车 余弃梁 肉 ， 而士 有饥者
；
其

在 塞外 ， 卒 乏粮 ， 或不 能 自 振 ， 而 去病 尚 穿域 蹋鞠 ， 事多 类

此 … …李广利之 再征大宛也 ， 出敦煌 六万人 ， 负私 从者不 与 ，

马三万匹 ， 军还 ， 入玉门万 余人 ， 马千余 匹而 已 。 史言后行 非

乏食 ， 战死不甚 多 ， 而将 吏贪 ， 不 爱卒 ， 侵 牟之 ， 以此物 故者

众 ， 其 不恤士卒 ，
亦去病之类也 。

”

（ 吕思勉 《 秦 汉史 》 ， 见

《 吕 思勉全 集 》 第 ４册 ，
上 海古 籍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０月版 ， 第８ ９

页 ） 汉武之三大 将不知兵 法 、 且不 爱惜士兵 如此 ， 故行军情状

之想象 ， 不能太现代化 。

年 ） 在 中 亚 ，
尤 其是 中 国 的 新疆和甘肃的 四 次考察

所 留下 的照 片 ，
比之于 影视作 品 ，

它较接近 于 历 史

上西域的 实 际 。
还有影视作品 的 文字或 画外音

，
也

都是文 学夸 张式 的 措辞 ， 甚至有很浓 的 宣传 色彩
，

也尽量不要采 用 ，
因 为 它 与 历 史叙事之平 实 、 严谨 、

“

不虚美 ，
不 隐 恶

”

的 原 则 相去 甚远。 总之
，
与 其 用

影视作品 ，
不如 用 纪 实 作品 ； 与 其 用 艺 术性 的 影视

作品 ，
不如 用发黄模 糊 的 历 史照 片 。 因 为后 者所具

有 的 历 史沧桑感和真 实性
，
都是 由今 日 演 员 扮演 的

影视剧所无 法企及的 。

环节三 ：

“

神 入
”

丝路开通后管理上的各种困难

师 ： 如此漫长 的丝绸之路 ， 在汉代 ， 中央政府是

如何保障其畅通 的呢？ 西汉 时 ，
沿路修建烽燧 、 派

驻军队 、公元前 ６０ 年设立西域都护 ，
对西域地 区进

行有效的管理 。 （ 出示西汉 、秦朝 的疆域地图 ） 西汉

时疆域相比秦朝时扩大 ，在 西北地区 ， 这个地区 是

今天哪个地方呢 ？ （学生答 ， 新疆 ） ， 首次将 新疆纳

入 中国的版图 ， 奠定了今天疆域之中 国 的基础 。 西

汉政府还从内 地移民 十万在那里定居 ，
巩固 了西北

边疆
，
也促进 了各 民族之间 的 融合 。 西汉末年 ，

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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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曾一度中断 ， 匈奴又控制 了这一地区 。 到 了

东汉时期
，

汉 明帝派一个人重新 出使西域
，
丝 绸之

路恢复畅通 ， 他就是？ （学生答 ： 班超 ） 关于班超有

两个成语故事 ，知道吗 ？
“

投笔从戎
” “

不人虎穴 ， 焉

得虎子
”

。 （ 学生讲述 ） 班超在西域 ３ １ 年 ， 多次击败

匈奴 ，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 直到 ７０ 多岁 才 回到阔

别 已久的洛阳 。

通过这三个环节 ，帮助学生
“

神人
”

历史的 时空

中 ，

“

身临其境
”

地想象历史人物的 各种活动 ， 同 时

也提醒学生不能掺入 、
带人今 日 的 素材 、 今 日 的经

验
，
否则就会犯以今测古的错误。

（
三

） 设计 问题思 考 ， 打破历史时空迁移到现实

历史的时空是动态的 、延续 的 、发展的
，
而不是

停滞的 、静态 的 ［

５
ｉ

。 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会随着

时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时空可 以跨越 ，
而过去发

生的事情又如何影响我们 的今 天和未来 ？ 在课堂

教学中 ， 我通过问题的设计 ， 引发学生思考 ，力 图打

破时空 ，从过去迁移到现实 。

问题
一

：
目 的是迁移

“

张骞精神
”

。 教师设问 ：

“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
没有完成联络大月 氏 、乌孙 的

使命
，你认为他是个失败者吗？ 为什么 ？

”

学生讨论

并归纳 ： 张骞两次出 使 ，
使汉朝对西域从陌生到 了

解 （ 地形 、环境 、风土人情 、西域各国情况 、想和汉朝

往来的愿望等 ） ，从了解到熟悉
，进而建立了友好关

系 。 张骞勇 于开拓 的精 神 、强烈 的使命感激励 、 影

响了一代代人 ，值得我们学习 。

点评 ： 第 三种 方法 ，
陆老 师 的设计 也非 常值得

推介。 历 史知识都有时 空的 定位 ， 东 汉的 都城建在

洛阳 ，
这是 一种 时 空 定位 。

“

汉初 布 衣将相之局
”

“

东汉诸帝 皆不 永年
”

，
这又是一种时 空定位。 历 史

教 学如果全讲一些有时 空定位 的知识
， 那就好像全

讲 了 些
“

死 的 历 史
”

。 历 史不仅有
“

死
”

的知识
，
也有

“

活
”

的知识
，
教授历 史 中 的

“

活
”

的 知识
，
也是历 史

教学一个很重要的 方 面 。 以 上文 所叙的 张骞 史 事

为 例
，
张骞的所作所 为 ， 都是有时 空定位的 ，

这些知

识是
“

不能搬动
”

的 ；但张骞 的精神却可 以摆脱时 空

的 限制
，
在 当 下 或未 来 的 生 活 中 学 习 模仿 、 发扬 光

大。 这就是历 史教学 中的
“

知识转移
”

。

陆老师 以
“

张骞 出 使西 域是成功还是失败
”

设

问 ，就 出使的 目 的 来说
，
自 然 没有成功 ；但 由 此次 出

使而 为汉人打开 了 一个认知西域世界的 窗 口
，
就其

后 来的 影 响 与 作 用
， 那 无疑又 是成功 的 。 这正是

“

失之 东 隅 ， 收之桑榆
”

了 。 吕 思勉先生 曾说 ：

“

西 域

都是些 小 国 ，
汉攻匈 奴 ， 并不 能得 它的 助 力 ，

而 因 此

劳 费 殊甚 ， 所 以 当 时 人 的议论
，
大 都是反对 的 。 但

是史事复杂
，
利 害很难就一 时 一地之事论断。 西域

是西洋文 明 传布之地 ，
西 洋 文 明 的 中 心 希腊 、 罗 马

等 ，
距 离 中 国很远 ，在 古代只 有海道的 交通

，

交流 不

甚 密切 ，
西 域则 与 中 国 陆地相接 ， 自 近代西 学 东 渐

以 前 ， 中 西 的 文 明 ，
实在是恃 此而 交 流的 。 而 且 西

域之地
，
设或 为 游牧 民族所据 ， 亦将成 为 中 国 之患 ，

汉通西域之后 ，
对于 天 山 南北路

，
就有相 当 的 防备

，

后来 匈 奴败 亡 后 ， 未能侵入 ，
这 也 未 始 非 中 国 之

福 。

”

（ 《
吕 著 中 国通史 》 ，

参见 《
吕思勉全集》 第 ２ 册

，

第 ２ ８０ 页 ） 这又是
一种

“

失 之 东 隅 ，
收之桑榆

”

了
。

读 了 吕 先生 的这段论述
，
我们 又能体会到 ，

时空 范

围 的 变换 （ 把时 间拉长 了 、 把空 间妒 大 了 ） 于我们 对

因 果 关 系 复 杂 性的 理解 大有 关 系 。 历 史教学 中 的
“

时 空观念
”

是 否也 包含 着这样的 内 容呢 ？ 似也值

得我们 深思 。

从成功 与失败的讨论提炼 出
“

张骞精神
”

，这需

要用 历 史学的 语言 ，
强 调从历 史 学的 角 度

， 否 则会

沦为说教。 在 中 国 的传统时代 ，
历 史 学 家对历 史人

物的评价
，
不 全以 事 业是否 成功 为 最 高尺度 ，

而往

往非 常看重历 史人物的道德人品 以 及影 响 。 所 以 ，

“

君子
”

总是排在
“

英雄
”

之上 。 这一 点
，
钱穆先生在

《 中 国 历 史研究 法 》 中 有几段论述 可以 参考 ，

他说 ：

“

中 国传 统 学 术每喜 欢评论人物 ，
把人类 分等 第 。

如圣人
、 贤人 、 君子 、

小 人等 ，

此种 皆 自 其心 性修养

与人格德行所到 达之境界来分 。 即如 三 国 时代 曹

操与诸 葛亮
，
我们 对此 两人之评价

，
亦 多 不 专 注重

在其事 业上
，
亦 不 专 注重 在其文章学 问 上

，
主要乃

自 此两人之 内 心境界 与 德行 学养作评判 。 此等评

判 标准 ， 即是 中 国 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 。 诸

葛 亮 六 出 祁 山 ，在功 业上并无大成就
，
然
——其

‘

鞠

躬尽瘁 ，
死 而 后 已

’

之仁 心 诚 意
， 则 备 受后人 崇

拜。

——

（ 曹操 ） 能横 槊赋诗 ，
不 愧为 一代文 豪 ；

又

其政治 、 军事各方 面 所表现 ， 固 能聛睨一世 ， 高 出 辈

流
；
但他还是备 受后世之讥嘲 与 轻视 。 此等 处 ， 莫

看作无关学术。 有志研究 中 国 学术者 ，
必 当 先从此

等处着眼。

”

他 又说 ：

“

关 于得志成功 人物 与 不得 志

失败的人物 。 所谓得志 ，
指其在 当 时活 动上或 说在

当 时历 史舞 台 上有所表现 。 不 得志 者 ，
则 当 其 身 跑

不上历 史舞 台
，
或跑上 了 而其事业终归 于失败。 诚

然
，

历 史是成 功者 的舞 台
，
失败者 只 能在 历 史 中作

陪衬。 但就 中 国 以 往 历 史 看
，
则 有 时 失败不 得 志

的
，
反而会 比得 志成功 的 更伟 大。 此 处 所谓伟 大 ，

即指其 对此 下 历 史 将会发 生 大作 用 与 大影响 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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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志与成功 的 ， 在其 身后反而会比较差 。

”

（ 见 《钱

宾四 先生全集 》 第 ３ １ 册
， 第 ９０

、 １ ０２
—

１ ０３ 页 ） 这种地

方
，

不 必 大加发挥 ，
但可以 润 物无声 、 潜移 默化地融

入历 史教学 中 的德 育 因素 。

问题二 ： 迁移历史 （成 功与不成 功 ） 的经验教

训 。 历史 （本课主要讲汉代 ） 上 的丝绸之路 留给我

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 在学生思考 回答问题前 ，我

做了一些铺垫 ： 通过本课前半部分 的学 习
，
学生 已

基本明确张骞通西域不是为了经济贸易
，

也不是文

化交流 ，
而是 出 于军事和政治 目 的 。 接着 ， 出 示两

则材料 ：

材料
一

据张春树《 汉代丝 绸之路的 开拓 与发

展 》
一 文估计 ：仅汉武帝一 代 ，

对这些 地 区 用 兵
，
先

后 累计 ，骑兵一 百二十 万人次 ， 步兵九十 万人次 ，
后

勤补给人 员 一千 万人 次
，
简 直是令人难 以置信 的全

国 总动 员 。 财 力 消耗 更 为惊人 ，
单就开辟、

经 营 河

西来说 ，所 费 至 少在一 千 亿钱上 下
，

而 当 时 国 家全

年收入仅四 十 亿钱。 这样地倾 注全国 人 力 财 力 作

军事扩张 ， 开拓新地 ，
而 又持续如此 ， 在 中 国 历 史上

是空前绝后 的 。

樊树志 《 国 史概要》

材料二 在世界历 史上
，
丝绸 之路是一个著名

符号……在人们对它 的想象 中 ： 驮 着丝 绸 的骆驼 商

队在尘 土飞 扬的 沙 漠 中 穿行 ， 在 中 国 与 罗 马之 间 络

绎不 绝……从来没有一条单一 的连续 的 丝绸 之路 ，

有的 只是 东 西 方 之 间 的一 连 串 市 场 。 中 国 和 罗 马

之 间 几乎没有直接 的 贸 易 活动 ， 中 国 的 主要贸 易伙

伴是今天伊 朗 地 区 的居 民 。 丝綢 并 不是这些 商路

上最主要的商品 ， 中 国 发明 的 纸 张对欧洲 产 生 了 更

大的 影响 ，
而金属 、 香料 、 玻璃与 丝 绸

一

样重要。 相

比之下
，
这些 商路上传播的 思 想 、 技 术 和 艺 术 图 案

具有更大 的意 义。

——

芮 乐伟 ？ 韩森 《丝绸之路新史 》

结合所学与材料 ，在对此问题的课堂交流过程

中 ， 引导学生认识到 ： 基于时代 的限制
，
西汉政府在

管理上 、军事上都有各 种难处 ， 且受政治 目 的制约 ，

不追求经济效益 ，付 出很多 ， 收益很少。 当然 ，从客

观上 、从长远来看 ， 通过 丝绸之路 ，不 同文 明 之间 ，

不同 国家 、地域和民族之间 逐渐声息相通 ， 相互 了

解 ，并且在物质 、精神等层面展开 了一 系列 丰富多

彩的交流 ， 极大地加速 了世界各地 不 同 文 明 的交

汇 。 丝路上不同文 明之间 的对话 ；各 民族共 同经营

而结下的友谊 ； 不畏艰险 、不辱使命 、 平等合作 、 文

化交流等丝路精 神作 为永远的精神遗产 留 给 了后

世 ，到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 。 那么 ， 今天应该如何

展开
“
一带一路

”

？ 在 叩问 中结束 ，激发学生带着思

索进行课后拓展 。

如果说前面两部分是指
“

死
”

的 时空 ， 是
“

不能

搬动
”

的 ，
不能将今天的 东西掺和进 去的 ， 那么 ，

此

部分的时空则是
“

活
”

的 ， 即历史知识的时空迁移 。

点评 ： 张骞的精神 ，
可以做时 空 的迁 移

，
运用 于

今天的 学 习 工 作之 中 ； 很 多 历 史的 经验教训
，
也可

以做时空的 迁移
，
借鉴于 当 下 的社会 实践。 这是 陆

老师课案 中 的 另 一 个 亮 点 。

“

丝绸 之路
”

留给后人

的经验教训是什 么 呢 ？ 首先要把 史事说清楚
，

史事

不弄清楚 ，评价怎会适 当 合理 ？ 早在 １ ９７４ 年的
“

批

林批孔
”

运动
，
梁 漱溟 先生 曾 意 味深长 地写 下 这几

句话 ：

“

今天我们若轻率地贬低孔子或抬 高孔子 皆

于他无所增损
，
只 是 自 己 年唐妄 为 。

”

（ 汪 东 林 ： 《 梁

漱溟 问 答录 》 扉 页 手迹
， ‘ 南 人民 出 版社 １ ９８８ 年

版 。 ） 套用在本课的 话题上那 就是 ，

“

今 天 我们 若轻

率地贬低
‘

丝 绸之路
’

或抬 高
‘

丝绸 之路
’

皆 于它 无

所增损
，
只是 自 己 荒 唐妄 为 。

”

近年 来 ， 受社会现 状

的启发和影响
，
古代

“

丝绸之路
”
一时成为 当 下的 热

门话题
，
讨论越来越泛化

，
对历 史 的

“

想 象
”

也越来

越 离谱 ，
如果以 此来 引 导 实践

，

怎会不
“

荒唐妄为
”

？

从过往的史事 中总 结 经验教训
，
这本是人最基本的

生存本能。 历 史教 学 需要将这种本能提升到 理性

的水平
，
需要培养学 生以 理性 的 态度去总结 历 史的

经验教训
，
而这一步 ，

也应该从初 中 学 生 的 历 史课

上做起 。

三、 结 语

本节课在时空观念三个方面的落实 中有如下

三点体会 ：

其一
， 聚焦历史事件发生 的特定时空。 主要教

学生掌握历史地名 的空间方位 ，
读懂历史地图 的方

向 。 具体教学中
，

一定要结合地图
，
在地图 上面找

，

不可轻易放过 ，
不让学生轻率地草草 过去 ，

一定要

严谨 、严肃 、 严格 。 虽然地 名 的学习 无疑会增加学

生的负担 ，
也易 流于死记硬背 。 但这些看似简单 的

技能 ，

一

旦学会了 ，则终身受益 。

其二 ，借助想象 ，
回到历史 时空 中 去体验理解

史事 ，训练学生在历史认识中 的时空转换 。 教学 中

必须时时注意提醒学生 ，
不能掺入 、 带入今 日 的素

材 、今 日 的经验。 这些最基本 的训练 ，
对初一学生

来说很有必要。

其三
，
历史知识的时空迁移是活的 ，要结合具

１ ５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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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玉琨说过 ，
有眼界才有境界 ，有 实力才

有魅力 ，有思路才有 出路 ，
有作 为才有地位。 这是

在谈人生的眼界 （境界 ）与成功 的关 系 。 其实 ， 中学

历史教学也应以此为 目标发展学生 。

什么是眼界 ？ 眼界是所见事物 的范 围 ，借指人

们所能认识客观事物 的宽度 与广度 。 历史学研究

的是与人类活动以及与之相关 的所有环境 因素 ，就

其知识眼界来 讲十分宽广 。 什么 是境界 ？ 境界本

为土地的界线 ，常指人们在思维和思想认识上所达

到的深度与高度 。 历史学在 追索前人活动真相 的

同时还要对经验启 示 、 道德价值以及对未来趋势 的

影响等作出评判 ，有着无限幽远 的高度 。 历史学基

于对过去人类活动的考证 、 理解 与认知 ，
表达的是

人类历史的文化意义 、 人类不懈的精神跋涉和人类

对公平正义 、 真善美 的人生价值取向 的 不断追求 。

在学习历史 的 过程 中 ，
不仅要 发展历史学科的考

证 、阐释和分析能力 ，

还要提升学习者为人处世 、工

作事业追求 、生活态度和待人接物的各项能力及其

作为人的精神世界 的 塑造。 在 中学历史教学的实

践中
，
常常 出 现追求 开阔 的 眼界而高 远 的境界不

达
，或者为追求 幽远 的境界而无法开阔 眼界视野 ，

从而出现眼界与境界互不匹配 ，
要么在过于开阔 的

眼界里 自 鸣得意 ，
要么在所谓 的幽远高论的境界里

体教学讲清楚哪些历史经验是可以迁移的 ，
迁移到

今天仍然是有价值 ，
可模仿

，
可参考 的 ； 哪些是不可

迁移的 、不可模仿
，

不可参照 的 ，或只有反面的 参考

价值 的 。 通过这样 的讲课 ，
由 书本 、 由 历史

，
转到现

实
，
回 到现场。 真所谓

“

学问在空间
，
不在书本

”

。

历史教学
，
始终与

“

时 空
”

相伴 随
，
时而带学生

返回历史上的那个时空点 ，
时而带学生回到历史的

场景 ，去切实体验 、 感受 、理解 。 时而 回到历史 ， 做

同情之理解 ； 时而 回到现实 ，
以现代 的 眼光对历史

进行批判或借鉴 。 这些来来往往 ，
不能弄错 了时空

位置 ，
不能时空错位 。

孤芳 自 赏 。 其实 ，
现实 中我们发现道德高 尚者 、 操

行高洁者通常被认为既拥有开阔 的 眼界又拥有崇

高的境界 。 没有开阔 的眼界 ， 就很难拥有崇高的境

界
，
眼界是境界的前提 ， 境界应该引领眼界的开 阔 。

视野所及 ，
心之所思 ，行之所至 ，

体现出 的是眼界与

境界的统一。 如何在
一

堂 中学历史课里有 眼界 ，
有

境界？ 本文从
“

千古孟姜女
”

这节拓展课设计实践

的五步骤谈谈中学历史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 中 的

眼界与境界 。

一

、 眼界
——眼之所及的开 阔 ， 打破学生

原有的知识壁垒

眼界并非宽泛的无边 的知识原野 ，
不仅要有开

阔的视野
，
更要为学生 通过学 习走 向高远做好铺

陈 ，从中学历史学科教育 活动来 看 ，
没有开 阔 的视

野 ，径直达到提升学生境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 正

如
“

千古孟姜女
”
一课就不是直接寻找历史上的孟

姜女 ，
而是通过开阔 的视野 ，暗伏深刻的历史背景 ，

为真正的学习研究提供开 阔而又高远 的眼界 ，
完成

课程教学活动的 基本准备 ，
不仅吸引 学生 ， 激发兴

趣 ，
还能产生问题。

“

千古孟姜女
”

一课开始 的材料

有 ４ 项 ：

（ １ ）传统黄梅戏 《孟姜女十二月 调 》视频
；

［ １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教育 部 ． 义 务教育历 史课程标

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Ｍ ］
． 北 京 ：

北 京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２ ： ５

—

６ ．

［ ２ ］ 雷 戈 ． 历 史感思辨 ［ Ｊ ］
． 晋阳学刊 ，

２〇〇７ （４ ） ：９ １
－９６ ．

［ ３ ］ 郭子其 ． 何以发展学生时空素养——应深度反思

核心素养落地［ Ｊ ］
？ 历 史教学 ，

２０ １７ （ １ １ ）：４２
－

４９ ．

［ ４ ］ 吕 思勉 ． 吕 思勉读史札记 ： 中 ［ Ｍ ］
． 上海 ：

上海古

籍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６７ ５

－

６７６ ．

［ ５ ］ 覃 玉 兰 ，
陈志 刚 ． 时 间 观念素养的 内 涵 与 培养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７ （ １ １ ） ： ３５

－

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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