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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必修与选择性必修的融通教学

—以
“

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

为例

＿

 



- - - - - - - ，一 一一一 一

汇报提纲

一、融通教学的必要性

二、融通教学现实困惑

三、融通教学备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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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融通教学的必要性

概念解读：必修课程与选择性必修课程

历史必修、 选择性必修、 选修三类课程，构成高中历史课程
的整体结构，具有关联性、 层次性和渐进性。 历史必修课程
是共同基础，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重要史
事和发展脉络，基本形成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历史选择性必
修课程是必修课程的递进与拓展，从三个主要领域呈现更为
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领学生从多
角度认识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历史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程和
选择性必修课程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通过专业理论和专业
技能的学习，强化学生的史学专业基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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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洪堡秉承
“

研究教学合一＂

的精神创办的柏林大学， 促成
大学职能的转变， 将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

—选择性必修3第14课《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

什么是融通？
融， 是融合；通

，
是贯通。

融是一种手段， 通是一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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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融通教学现实困惑

《选必》与《纲要》的融通（高二教学）

《纲要》与《选必》的融通（一轮复习）

“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使课程内容结构化， 以主题为
引领， 使课程内容情境化， 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融通教学备课实践 ＿

第一单元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第1课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
第2课新航路开辟后的食物物种交流
第3课现代食物的生产｀ 储备与食品安全

第二单元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第4课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劳作
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第6课新科技革命与现代社会发展

第三单元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第7课古代的商业贸易
第8课世界市场与商业贸易
第9课20世纪以来人类的经济与生活

第四单元村落、 城镇与居住环境
第10课古代的村落、集镇和城市
第11课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第五单元交通与社会变迁
第12课水陆交通的变迁
第13课现代交通运输的新变化

第六单元医疗与公共卫生
第14课古代的疫病与医学成就
第15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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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目冢示范培训选择性必修2（纪齐与社会生活）内容介绍和重难点分析
了 1?,6 --,…，？·亡 ，n oa令

,:＂量··”···亭l1a.

历，

＾
王讲人：杨共乐

本赦科书单元奴述的文·上不是人、
亭和物， 而史与农、工、 百、住、 行、
医相并的专处。编写体例上岛于与中
自古代的共志体相史的专处分共形式。
分 i]＄1 共。行文奴述上坠持的丈}线
并奴与单线i权相结令的总则。

非历史专业知识建议概述化处理， 把这部分内容读本化
＇

， 敢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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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选必》和《纲要》

“

交集
＂

的知识是重点， 有的交集
“

明显（如
＇

工业革命
”

)，

有的交集隐晦（如
＇

工厂制度
”

)。

非历史专业知识与历史教师知识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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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选择性必修教学难点

1、 初品：知识繁杂且分散式重复

选必2第5课 《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纲要下第10课《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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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单元食物生产与社会生活
第1课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
第2课新航路开辟后的食物物种交流
第3课现代食物的生产、 储备与食品安全

第二单元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第4课古代的生产工具与劳作
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第6课新科技革命与现代社会发展

第三单元商业贸易与日常生活
第7课古代的商业贸易
第8课世界市场与商业贸易
第9课20世纪以来人类的经济与生活

第四单元村落、 城镇与居住环境
第10课古代的村落、 集镇和城市

第11课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第五单元交通与社会变迁

第12课水陆交通的变迁
第13课现代交通运输的新变化

第六单元医疗与公共卫生
第14课古代的疫病与医学成就
第15课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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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下第10课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一、 工业革命的背景
二、 工业革命的进程
三、 工业革命的影响

选必2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一、 机器大生产与工厂制度
二、 工业革命后生活方式的变化

2、 细品：专业性强，不少内容须深入探究

“工厂制度
”

“近代西方工厂制度与近代中国工厂制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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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下第10课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一、 工业革命的背景

二、 工业革命的进程（人们开始1邯器工人集中起来进行生产，工厂出现了。1771年，阿克呻开
办了第一家水力纺纱厂，成为近代工厂的开端。采用机器生产的工厂逐渐取代了手工工场。……1785年，经过进一步改进
的瓦特蒸汽机开始在棉纺织工厂使用。）

三、 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使生产组织与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革，建立了资本主义大工厂制度。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科学化的管理日益受到重视。……以工厂为中心形成了很多城市。） 

选必2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一、 机器大生产与工厂制度（机器大生产带来了劳作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工厂出现
了…．．随着工厂的出现，工厂制度逐渐形成…．．工厂制度带来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的巨变…．．19世纪中后期，清朝洋务派
创办…．近代企业，引进了西方的工厂制度……）

二、 工业革命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工厂制度及蒸汽症等交通工具出现以后，人们必须守
时，准时准点成为现代生活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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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必》与《纲要》的融合策略（高二教学）

1、 融通的前提：明确认识视角（《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经济与社会生活》2.2生产工具与劳作方式
了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历史上劳动工具和主要劳作方式的变化；认识大机器生
产、 工厂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等对人类劳作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理解劳动人民对历史的
推动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必修课程》1.19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
通过了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及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理解工
业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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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通的前提：明确认识视角（《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选必2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学习要点：机器大生产、 工厂制度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性意义

水平1一2学习目标：能够运用相关材料，说明工厂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工业生产迅速发
展所起的作用；能够组织相关材料，多角度、 辩证地解释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对人们社会
生活的影响；能够选择典型案例，说明工业革命对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水平3一4学习目标：能够结合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选择和组织相关材料，综
合阐释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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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通的关键：理清历史逻辑

“历史具有过去式的特点，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我们无法亲身感受，但可以
根据掌握的真实史料去推理、 去论证，从而找出符合历史真实发展线索的

＇

理
＇

，得
出科学的结论。 同时，历史虽然具有不可重复性，但历史的规律是可以借鉴的，
历史的现象是可以探究的，历史的事实是可以提炼的，而要做到这几点，我们必
须依据理 科学的思辨和严密的逻辑。 ”

—朱可高中生史学逻辑的养成策略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选必2第5课工业革命与工厂制度

一、 机器大生产与工厂制度（工厂、工厂制度、中国近代洋务企业和民族工业）

一 工业革命后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化、交通、乡村、时间观念、文化教育、消极影响）＿、

教科书浓缩概括性与学科素养落实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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