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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设计的课程目
标，构建了纵横结合的目标体系。

| 纵向：由总体目标、模块目标、专
题目标和关联目标组成；

| 横向：总体目标 分为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
个维度；

      模块目标 分为必修、选修、地
方选修三部分至少9个（或更多）学
习模块；

      专题目标 分为25个必修专题、 

41个选修专题和若干个地方选修课
程的学习专题；

      关联目标 涉及了同一学习领域
的思想政治、人文地理和综合实践
活动学习领域的相关内容。 



课
程
目
标
体
系
示
意
表

纵

向

              横                向

总
体
目
标

知识与能
力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

模
块
目
标

 必修模块          选修模块 地方
选修
模块

必
修 

1

必
修   

2

必
修 

3

选
修
1

选
修   

2

选
修
3

选
修
4

选
修
5

选
修
6

专
题
目
标

 9

个
专
题

 8

个
专
题

 8

个
专
题

 9

个
专
题

 7

个
专
题

 6

个
专
题

 6

个
专
题

 7

个
专
题

 6

个
专
题

若干
选修
专题

关
联
目
标

相同学习领域的思想政治、地理科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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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必修、选修模块均为2学分，36

学时。
| 三个必修模块共计6学分，108学时
。

| 六个选修模块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任选若干个，但要求向人文社
会科学方向发展的学生至少应选3个
模块（即6学分，108课时）。

| 各地区、各学校必须在完整、准确
把握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前提下，
根据自身条件和学习需求，选择不
同版本的教科书，灵活安排必修课
和选修课的顺序。

| 教师亦可在学校的安排下，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安排各个专题的教学
顺序，制定适用的教学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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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教科书一般都按照课标模块的
顺序编写各单册，但没有完全按照
课标的专题顺序设计学习单元。

| 在教科书的使用中，教师既可按照
实际需要安排模块学习的顺序，也
可根据实际需要对专题教学进行适
当的调整。例如，可以遵循经济基
础的原理，先学习经济史模块，后
学习政治史、文化史模块；也可按
照学生学习兴趣的要求，先学习文
化史模块，再学习能够接近学生生
活的经济史模块，最后学习理论性
较强的政治史模块。 



课
程
资
源

| 以前，我们普遍将课程资源物化，
认为课程资源就是教科书、参考书
等，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认识。因为
，从课程目标实现的角度看，凡是
对之有利的所有因素都应该归属于
课程资源，这其中既包括教科书、
参考书、教学场所等物质资源，也
包括学科专家、教师、学生等人力
资源。……课程资源既是知识、信
息和载体，也是课程实施的媒介，
课程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是
任何课程目标顺利达成的必要条件
。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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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多质性
、具体性和潜在价值性的基本属性
。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课程资源
具有丰富性、生动性和现实性的特
点 。

| 历史课程资源的范围广、外延大。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先民运
用智慧、挥洒汗水创造出许多文明
成果，其中一部分虽经历岁月变迁
，但仍留存至今，成为珍贵的史料
、民风民俗、历史遗址或历史文物
，它们能直观地把先人局部生活状
态呈现在后人面前。学生通过对这
些资源的观摩，可以从历史的视角
提高考察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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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动漫业界普遍公认，
动画技术起源于19世纪的法国
。南越王博物馆的研究学者滕
寿平博士根据西汉南越国青铜
提桶的研究，认为2000多年前
中国已经发明了动画。画面上
的人、船、鸟、鱼、龟、旗帜
、饰物出现有规律的连贯性重
复，制作成电脑幻灯和旋转青
铜提桶均可看到一串连续的动
画。

         《新快报》20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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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    

        如何发挥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学生在学习历史前存在着“前认知
阶段”；★历史学习的内容具有过去性和
间接性的特点，学生对已经消逝的历史进
行直接的接触、观察是困难的；★高中历
史新课程采用了专题教学的形式，而历史
专题教学外在的时序性不强，学科系统性
不显著，多以纵向跳跃和横向截取的角度
阐述历史；★历史在中学不是主科，学生
不可能利用太多的时间对历史进行系统学
习，也不可能自动地学会学习。      

      在历史学习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简
单地归结为“主讲”，应把立足点建立在
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为学生
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环境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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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按照现代课程理论，历史教材
可以理解为教师用以指导学生
学习历史的一切实体材料。狭
义的教材观已经完成了向广义
的、多样的大教材观转化。  

|教科书是教材的核心，是历史
课程物质资源核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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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
学生练习册、学习指导书、历
史文献资料、历史著作与读物
、历史理论著作、历史哲学作
品、历史文学作品、历史图像
材料、历史文物与模型，还有
历史教具、历史课件、历史文
博馆和网上信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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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应
改变将教科书奉为金科玉律”
的要求，倡导广泛应用课程资
源、教材和教科书。

|教科书是教师和学生开展历史
教学最为基本的依据。扭转“
重本轻纲”的现象，是在新版
教科书使用中的一个关键。

|但面对过于简约的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在
实践中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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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历史教科
书既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材
料和凭借，也是学生进行历史
学习的基本依据和工具。历史
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
史教学的基本内容，与历史教
学活动的开展形成了内在的联
系。 

|将教科书当作惟一教材的认识
是不恰当的，而轻视或放弃教
科书的认识同样是不恰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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