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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知不觉中，新课改又到了十字路口，蓦然回首，一切皆在变化之中，而尤以当下之变革，尤为

关键，尤为深远。处在时代浪潮的大家，犹如一叶扁舟，不得不有一些思考，也不得不有一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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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教学与新高考关系的历史性转变 
2018 年 12 月 25 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在《中国教育报》上

发表了署名文章《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深化高考内容改革》，里

面有这样的一句话非常醒目“创新考查形式，丰富评价手段，充分发挥

高考在素质教育中的正向指挥棒作用，着力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科

学文化素养、人文和审美素养、健康和劳动素养的全面提升，将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落实到体系设计、标准建设、命题实践、成绩报告的高考全

流程中。” 

从这篇文章看，教育部不仅并没有回避高考指挥棒这个问题，而且

还明确指出要发挥高考的正向指挥棒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学与

高考，从顶层设计到下层实践，从未如此紧密结合。因此，教育的正向

意义不是去除考试，而是如何发挥考试正向作用。在新时代，大家应该

深刻思考如何使教育、考试更加激发人的创造性，达到立德树人之目的。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家看到了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大幕已经

拉开，新一轮的高考改革也正全面推行。新高考与新课程两场改革，可

谓交相辉映，同根同源！新时代、新课程、新高考，真的到来了！ 

2 新课程与新高考的大一统趋势日益明显 
众所周知，目前正在使用的历史教材是一标多本，即一个课程标准

下，同时提供多个版本的教材。比较熟悉的有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

少数地方还使用了大象版等。每个版本的教材都各具特色，人教版的教

材内容简洁而不失格局，注重理念方法之创新；人民版的内容非常充实，

尤以历史细节之处理见长；岳麓版的教材史料非常丰富，历史的厚重感

油然而生。可以说，每个版本各有特色，百花齐放。 

当然，在历史教材多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有统一的

课程标准，但由于编写者对课程标准理解的差异，导致教材内容和结构

的差异。比如，人教版关于分封制这一内容时，不仅明确了分封的对象、

内容，而且还配有西周分封历史地图。但人民版的教材关于分封制却只

有文字表述，没有配合分封地图，从时空观来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缺

憾。由于编者对课程标理解的不一而导致失去了统一性，甚至还有矛盾

之处，这种现象在几个版本教材中还是比较多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由教材的多样化延伸到高考命题的多样化，有全国卷的，有地方自主命

题的，全国卷又分 1、2、3 卷，地方自主命题则更加细化。虽然各个地

方的高考试题各具特色，涌现很多亮点。但是，过于立足于地域，忽略

大格局，大历史。也是地方命题的一大缺憾，虽然百花齐放，但也容易

各自为阵，缺乏大一统的格局。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大家才看到近年课

程与高考的 大变化，即由教材大一统，再到高考的大一统，由考试的

统一再倒逼历史课程的统一。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当下课程改革的大趋

势，也必是新高考改革的大方向。 

3 新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历史性突破 
从结构上看，新编普通高中《历史》打破了以往必修 1、2、3 加 6

个选修的格局。全套教材共 5 册，其中必修教材分《中外历史纲要》上

下 2 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分《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

和《文化交流与传播》3 册。 

从内容上看，新教材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许

多成果已经引用，,进一步论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和多元一体的论断。在

中国历史部分,增加对华夏认同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是中原各国

因经济文化先进而自称华夏，随着民族交往交融的加强，周边的戎狄蛮

夷也逐渐融入华夏族,华夏族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成为更加稳定和分布更

加广泛的族群。在世界史部分，重点介绍世界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及中古

时期世界史，内容涉及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次大陆、希腊爱琴

河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等。强调了古代的奴隶制国家的发展,突出了五

种社会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阶段特点。古代文明随着奴隶制帝国的

建立得到扩展,同时，各个文明之间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特别是欧亚

非大陆间的古代文明。 

4 学科核心素养与立德树人价值导向日益突出 
4.1 核心价值的传承 

现在教育有一个词不得不提，那就是学科核心素养。如果大家从核

心素养的角度看，新教材围绕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

释、家国情怀 5 个核心素养。总体安排、各有侧重地进行内容和栏目设

计。教材通过正文、历史图片、地图、栏目及问题探究与学习拓展，既

体现历史知识的学习，又强化历史思维的训练，使学生在初中历史学习

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据历史教材编写组的统计，新教材内容涵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

包含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共涉及历史文化名人 100

余位，思想、科技、文学、法律等著作 80 余部，四大发明、天文历法、

医学、数学、农学、地理学、水利工程等重大发明创造 50 余项，书画、

音乐舞蹈、雕塑、器物等艺术作品 40 余件。新教材可谓内容充实，表现

形式多样，引导学生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4.2 家国情怀的引领 

家国情怀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新编而历史教材再次突

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发展的历程，大一统的理念贯穿其中，还特别强

化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革命精神的传统。在新高考中，

大家也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趋势。比如民族融合、古代国家治理、边疆

治理、维护国家主权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等等。因此，家

国情怀，无论是新高考还是新教材，都应该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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