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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春秋战国时期重大历史现象关系示意图

（四）自主探究

自主探究包括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等，这个过程要体现“做中学”的特点，即学生不但

要动脑，同时也要动手。大多数活动都是手、脑、口
并用的，而在历史学习中，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史料

阅读、讨论交流、文字写作和动手制作。需要说明

的是，自主探究并非一定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也

并非无事可做。自主探究过程中，学生可独自完

成，也可小组合作完成，应该视任务的难度来确

定；教师在此过程中可巡视课堂，观察学生的探究

活动，与学生进行交流，并给予适度的知识纠偏与

学法指导。
根据第三步布置的任务，学生阅读教材，提

炼并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重大

历史现象，并为这些重大历史现象编上序号，画

出简明的图示以呈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好

图示内容的解说准备。
（五）分享成果

分享成果的目的是让教师了解学生在完成任

务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做，并给予指导。学生分享

成果的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分组学习，每个学

习小组集体提出一个成果，教师可迅速了解并点

评全班 6 到 8 个小组的情况；二是学生用平板电

脑，把成果上传到共享空间，教师迅速查看并选出

典型作品；三是教师巡视与学生展示相结合，教

师在学生自主探究期间巡视课堂，找出典型作品

准备点评，同时邀请几名学生完成黑板上的任务，

其他学生对黑板上的作品进行点评。
在这个活动中，学生呈现的成果是多种多样

的。活动的目标不是要求全体学生取得共识，而是

学会处理各历史素材间的逻辑关系，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得到涵养。教师不应把结论

强加给学生，而是要给予引导，在学生完成展示后，

最后展示代表教师个人观点的示例，如图 1 所示。

（六）评价反馈

教师对学生探究活动进行点评应注意三个方

面。首先，秉持激励原则。激励不等于鼓励，更不等

同于表扬，激励可以是表扬也可以是批评，具体应

根据学生个性特点、成长情况和学生在本节课中

的活动表现。无论是表扬式激励还是批评式激励，

都切忌笼统、抽象，应根据学生活动表现有针对性

地进行点评，如“特别好”“很棒”等过于笼统，对于

“特别好”或者“很棒”要说出哪里好、怎么好。同样

如果学生答得不好甚至不对，教师更不能脱离实

际进行表扬，可以表扬学生的学习态度，但是一定

要纠正其知识上的错误或者方法上的不当。
其次，进行学法指导。评价反馈要与学法指

导相结合，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改进，是

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因此，评价的同时一定要进

行学法指导，表扬优点或指出不足后，还要进行学

理上的论证、指导，让学生不仅知其所以然，而且

知道怎么做。
最后，坚持全面评价。评价应该包括核心知识、

关键能力、态度观念三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下的评

价都应该具体化。核心知识、关键能力、态度观念

基本上对应课标对学生的知识要求和素养要求，

也基本上对应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四层”即“必

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全面评

价就要超越知识中心，转向素养中心，但是全面评

价不是不要知识，而是以知识为基；关键能力和态

度观念维度的评价也要结合具体知识的学习和呈

现进行，而不是抽象地评价。
针对学生的成果分享，笔者做了如下评价。首

先，对全班同学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评价———大

多数学生的思维是单线的，即一个现象导致另一

个现象；个别学生知道一个现象会导致多个现象，

但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虑到多个现象共同导致

一个现象。其次，对学生的优秀个案进行点评，如

有的学生基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强调

第④点“经济发展”是一切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应指出不宜把生产力

作用扩大化。
以上是对中学历史学科任务驱动式教学基本

流程所做的比较细致的划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

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有些步骤在行为上是紧密

结合的，可以合并，如这个示例就将自主探究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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