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为例 

上海市零陵中学 王晓琛 

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高中阶段历史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这些素养对学生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单元教学以“单元”为切入点，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并被广泛推广。在单元教学中，应从单元教学设计的角度出发，确定单元内容主旨、明确单

元教学目标，进而培育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一、根据课标，结合教材，确定单元内容主旨 

首先，单元教学内容主旨的确定要研读课标，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八单元为例，

课标中对这一单元的要求为：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通过了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的抗战，感悟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认

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理解十四年抗战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的历史意义。通过了解全面内战的爆发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过程，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

灭亡的原因，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1]
从课标要求来看

这一单元的学习重点并非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具体过程，而是要求学生能正确认识这两场

战争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义，去探究解放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尤其

是要认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感悟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

的英勇抗争。 

其次，从教材内容来看，这一单元的标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共有三课 11 目的内容，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从单元框架结构。本单元上承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国共两党的主要活动，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单元是中国近代史

的尾声，以两场战争为主要线索，进一步引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伴随着日

军侵华脚步的不断加深，国共两党的关系从对峙走向合作，抗战局面亦从局部抗战向全面抗

战转变。中国共产党所倡议并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

军，成为抗战胜利的坚实保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假意和谈，实则磨刀霍霍，

悍然挑起内战。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支持，赢得最终胜利。这一单元的线索

可以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

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结合课标要求及教材内容，本单元的内容主旨可以概括为：抗战期间，中国人民经历了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历程，日军不断加深的暴行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抵抗意志和决心，最

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抗战从局部走向全面胜利，为世界

反法西战争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历经重庆谈谈判，国民党仍坚持独裁统治，悍然发

动内战，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

华民族自此踏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二、依托主旨，基于学情，明确单元教学目标 

目前高一学生在初中已经通过两个单元的学习大致了解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及人民

解放战争的大致过程，基本掌握了如“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南京大

屠杀”“四大会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等相关史实。初步认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

立的意义、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以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意义。具备了一定的史

料解读和分析能力。因此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中，不应再简单重复梳理基本史实，而应在已有

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探究，强化其在史料解读基础上的理解和解释

历史事物的能力。 

课标中明确指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单元教学目标是学生在完成

本单元学习后所应掌握的核心素养。“高中历史学科的五大核心素养是个整体，但具体的教

学受制于教学时间的限制，课堂教学中核心素养的落实总须有所侧重。因此，对核心素养必

须进行目标化的分解，使其更具鲜明的操作特征。”
[2]
在单元教学目标的设定中亦因考虑对

核心素养进行目标化的分解。基于对学生学情的分析以及对单元内容主旨的梳理，本单元的

教学目标可以设定为：借助地图，梳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大致历程和关键节点。（时空

观念）通过对相关文献、回忆录、日记等材料的比对与解读，掌握从主要当事人、直接有关

者等较为具体的视角理解、解释和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认识解放战争以及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的原因及意义，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感悟中华民族挽救民族危

亡的不屈精神。（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 

三、指向目标，逐层推进，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绝非旦夕之功，它不是光靠“教”就能形成的，而是学生通过学科

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高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中便要围绕单

元教学目标，分课时去落实和完成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依照“示范—模仿—迁移”的

路径对教学活动进行设计，逐层推进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落实。 



在本单元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便将“掌握从主要当事人、直接有关者等较为具体的视角

理解、解释和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分成三个层次：从主要当事人、直接有关者等较为具体

的视角理解历史事件、从主要当事人、直接有关者等较为具体的视角解释历史事件、从主要

当事人、直接有关者等较为具体的视角评价历史事件。 

如在本单元第 23 课《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这一课的教学中。首先通过释读溥仪在

《我的前半生》中所回忆的 1932 年其与板垣征四郎的一段对话，结合“伪满洲国”国徽的

构成进行讲解，引导学生从当事人的视角去理解“伪满洲国”实质上是由日本建立的一个用

于控制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 

而后在讲到西安事变时，请学生理解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发动兵谏的原因，给出了

如下史料： 

材料一：我们这次行动，并不夹杂任何个人的仇恨。 

——杨虎城当时接受英国记者采访 见于詹姆斯·贝特兰 《中国的新生》 

材料二： 

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跟你说，我大权在

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 

将这两则材料展示到 PPT后，提问学生：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张、杨二人发动“西安

事变”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欲么？ 

通过对材料的释读，学生可以得到答案为并非为了一己私欲。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进

一步展示材料： 

材料三：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936年 12月 12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 



抛出问题：根据材料三，张、杨二人的主张是什么？学生基本能概括出张、扬二人希望

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再进一步追问：结合三则材料，张、杨二人发动兵谏是为了什

么呢？学生可以总结出他们并非为了一己私欲，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对蒋发动兵谏。通过这样

的方式，锻炼学生解读材料信息和逻辑思维能力，从张、杨二人的视角去理解西安事变爆发

的原因。 

最后在讲到七七事变后，国共双方对日态度时，笔者先后出示了五段材料： 

材料一：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

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扺抗日寇的侵掠！国共

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937年 7月 8日 中共中央致全国通电 

材料二：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受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之统辖……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937年 7月 15日《中国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材料三：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

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 7月 17日 蒋介石《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 

材料四： 

至卢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至昨 13 日以来，日军竟向我

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1937年 8月 14日《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材料五： 

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7年 8月 25日《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设置了五个问题，层层展开： 

问题 1：根据材料一、二，面对危难时局，中国共产党秉持怎样的态度？ 

问题 2：根据材料三，可以感受到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问题 3：材料三中蒋介石使用了“如果”这样的字眼，又说明了什么？ 

问题 4：根据材料四，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的态度又发生了怎样变化？ 

问题 5：根据上述材料，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对日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

化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解读，以此为基础理解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始终

坚定抗战信念，团结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而国民党

也从七七事变后对日寇仍一丝和平解决的幻想到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抛弃幻想，坚决抗日。在

经过前几个环节的铺垫后，学生已经能够大致掌握从主要当事人、直接有关者等较为具体的

视角理解历史事件，并能够进一步认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共两党对日态度转变的原

因，得出合理的结论。 

综上所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研读课标要求，整合教材

内容，确立单元主旨，根据学情设计教学目标。在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

要在单元教学设计的框架内，按单元，有计划、分层次进行落实，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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