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科人物评说课中，“人”与“事”哪个更重要？本文通过从人物形象、材料呈现和问题设计三方面比较全

国卷与江苏卷、浙江卷的命题方式，指出人物评说的命题与授课都应“说”人物重要活动和言行思想，“评”人
物功过得失和历史地位，并阐述人物评说课的教学和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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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说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但人物

评说课中“人”与“事”到底哪个更重要？这让不少老

师纠结不已。笔者以 2016 年全国卷和江苏卷、浙江

卷（下文合称江浙卷）的人物评说题为切入口，力图

厘清人物评说课中“人”与“事”的关系，以期提升人

物评说课的教学品质，探寻一条迎接全国卷时代的

教学与备考路径。

一、全国卷和江浙卷的人物评说题比较

1.人物形象的塑造

人物评说题离不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命

题者从生平经历、事业功过、言行思想等方面具体

细致地刻画历史人物形象，有助于解题者进行全方

位、多角度的细微体察和深思熟虑，从而正确看待

和评价历史人物。
作为引领课改潮流的高考风向标，全国卷题材

选取新颖，人物形象鲜明，极易引起学生学史兴趣。
如全国Ⅰ卷呈现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高仙芝，既骁

勇善战又骄奢敛财，Ⅱ卷呈现的艺术家、文学家郑

板桥，既个性张扬又务实忧民，Ⅲ卷呈现的教育家

蔡元培，既兴利除弊搞改革又兼容并包兴学术。具

体以全国Ⅱ卷“评说郑板桥”题为例，在塑造人物形

象时，有环境描写，通过“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历经

康、雍、乾三代”，揭示出郑板桥成长生活的社会环

境；有语言描写，通过郑板桥所说“千古好文章，只

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经断律”，刻画出

他深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有心理描写，通过郑板

桥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

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为心声，折射出借

物抒情的画风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品质。命题者采取

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塑造人物，既塑造跃然纸上的

鲜明人物形象，又呈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丰富了

命题思路，拓展了思维张力。
与全国卷的人物个性鲜明相比，江苏卷的人物

形象相对简单笼统，浙江卷的人物形象则模糊虚

化。江苏卷考查的人物是李时珍，材料一对人物形

象刻画较好，通过介绍李时珍重修《本草纲目》过程

中注重药物名实考证的事迹，让人感受到李时珍重

视亲身实践、治学精益求精，但材料二转而介绍欧

洲学者普里高津对《本草纲目》等中国古代医药学

著作的高度评价，造成材料重心转为叙述中国古代

科技文明的特点和地位。由于命题选材没有涉及

李时珍所处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和社会地位，

因而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为单一，未能体现李时珍是

医药学集大成者的崇高地位。而浙江卷人物评说题

剑走偏锋，大胆创新，选取了两则分别介绍秦唐两

代边疆民族政策的材料，命制了一道没有出现具体

人名的人物评说题，完全虚化模糊了本应存在的人

物形象，等同放弃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究其原因，尽管江浙卷在地方卷中命题质量相

对较高，但其人物评说题多年以来只在课标和教材

圈定的 22 个历史人物中进行选择，至今从未突破。
这种自我束缚造成命题者选材视野受限，绞尽脑汁

也很难求新立异，最终转换命题思路，借人物评说

为名，实则江苏卷考著作与科技，浙江卷考秦唐政

治措施。而全国卷选材视野开阔，所考高仙芝、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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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蔡元培三人都是教材里没有的，这些人物来自

不同领域，既弥补了教材中政治家所占比例过大的

遗憾，又有效避免了考前的猜题押宝现象，极大地

激起了学生的阅读欲望和思维火花，有助于他们拓

宽历史探究视野，关注史学研究动态。
2.历史材料的呈现

命题材料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体

验，与评测效果也有密切关联。全国卷采用基于人

物叙事的综述式呈现，即命题者以某一历史人物为

中心，对相关史料进行全面深入分析，通过摘录归

纳整理，最终综合撰述成文。这种呈现如同一篇生

动具体的简短人物传记，但是只介绍客观事实而基

本不作评价，通过对人物的生活经历、重要事件和

时代环境进行说明，间接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历

史作用等。
如全国 I 卷“评说高仙芝”题，材料首先介绍了

唐代民族政策开放和边疆政策积极的社会环境，接

着讲述了高仙芝出身将门、镇守西域、智取小勃律、
征讨石国，最终在怛逻斯之战败于大食。事件交代

繁简适宜，贴近学生认知情境，材料中的“事”作为

评说“人”的史料依据，有利于激发学生神入历史，

将介绍人物的史实转化为评价人物的史识。
与全国卷以人物为中心不同，江浙卷采用基于

事件评述的片段式呈现，即聚焦某一考查主题，从

各类原始史料中精选符合命题需要的事件片段组

合在一起呈现，材料中的“人”并没有占据试题的中

心地位，只是依附于“事”而出现，“事”又是为了考

查主题而存在。具体来看，江苏卷选取呈现了李时

珍重修本草和欧洲学者评价《本草纲目》两件事，是

为考查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服务。浙江卷选取呈现秦唐两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

的史事，是为考查古代政治制度服务。江浙卷对

“事”的表达形式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人物活动

的同时加入了学者的主观评论。这种评论所起的作

用，或是指引了解题的思路，学生依托学者评论深

入阐释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或本身作为解题的素

材，学生运用史研方法表达对学者评论的见解。
3.人物评说的设计

命制人物评说题时，“人”与“事”到底哪个更重

要？如何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仔细分析命题手

法和思路，可发现全国卷的核心是紧扣“人”，而江

浙卷的核心是关注“事”。
全国卷采取“据事评人”，“事”只是获得历史认

识的证据材料，“人”才是进行历史理解与解释的考

查目标。因此，全国卷的问题设计角度简单直白，Ⅰ

卷考高仙芝的时代背景和功过，Ⅱ卷考郑板桥的历

史背景与艺术特点，Ⅲ卷考蔡元培的改革原因、特
点和贡献，总而言之，都是紧扣人物设计问题，要求

学生分析发生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重要事件，探究人

物与时代的相互关系，科学地评价人物的历史作

用。这种设计理念虽然朴素，但足够有效考查学生

设身处地认识具体史实的历史理解素养和理性分

析客观评判人物的历史解释素养。
江苏卷采取“借人论事”，设问角度比全国卷要

丰富。名义上评说李时珍，其实 10 分的设问分值，

只有 3 分用于考查李时珍从事药物研究的优秀品

质，其他都是考查《本草纲目》和中国古代科技文

明。这种命题思路忽视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没有

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问

题设计反而跳出历史人物本身，考查由人物引出的

相关历史事物，显得能力考查有余，素养立意不足。
浙江卷采取“有事无人”的命题手法，10 分的设

问分值全部用于考查秦唐两代中央处理边疆民族

事务的措施，提供的两则材料中只有一大堆官职而

无具体人物，可是它并没有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凸显人物评说的效果。学生在解题思考过程中，无

从知晓历史人物的成长历程和历史贡献，也无法评

说历史人物的功过并感悟历史人物的精神品质，人

物评说题的命题特征被完全淡化了。

二、人物评说课的“人”与“事”

人因事显，事因人生，中外历史上的“人”与
“事”共同构成了一幅幅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历史

画卷，展现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对于

历史研究来说，搞清“人”与“事”哪个更重要，其实

是个伪命题，但对于历史教学来说，人物评说课应

该以“人”还是“事”为主，却必须弄清楚。
在教学实践中，所有老师都承认“人”是历史学

习活动的主体，不否认学生在课堂上的中心地位，

但不少老师忽视了“人”也是历史教学内容的主体，

使历史人物被遮掩在事件、概念、政策、结论、史观

等要素之中，创造历史的“人”在历史叙事中失去了

活动舞台。许多历史人物在必修教材的话语体系中

只是“知识点”而不是“人物”，所以“有必要在选修

模块里获得必要的‘人’的铺展，彰显人物的活动，

概述人物的评说，凸现人物的厚度”[1]。课程标准之

所以刻意安排《中外历史人物评说》这一模块，就是

要让学生关注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有力影响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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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进程，学会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汲取历史

智慧和人文素养。由此可见，人物评说的命题与授

课，其立意都应以“人”为主，“事”只是“人”的活动

的一部分，呈现方式表现为“说”人物重要活动和言

行思想，“评”人物功过得失和历史地位。
在人物评说课教学中，以“人”为主还有另外两

个作用。其一，教学理念上凸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

向。我们进行人物评说的表层教学意图，是要学生

掌握科学评价人物的价值标准，而潜藏的教学理

念，是要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价值取向。全国卷明

显比浙江卷更重视价值观素养的培育，如Ⅰ卷以高

仙芝贪婪敛财肆意杀掠影响唐朝西域开拓为例，通

过褒贬“人”达到以史为鉴，而浙江卷介绍秦唐两代

治理边疆民族的“事”枯燥干瘪，难以获取历史反思

的养分。历史价值观的形成无法通过简单说教或粗

暴灌输实现，必须是学生自己在评述历史人物所作

所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树立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其二，教学内容上有效衔接选修教材与必修教

材。选修与必修的许多内容有所重复，专题史编写

模式又割裂了历史内在的逻辑联系，扰乱了学生的

历史时序意识。我们可尝试将选修教材的“人”与必

修教材的“事”连接起来，把人物评说放在通史复习

环境中进行。比如将选修教材的孙中山置于清末民

初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大环境中，全面认识人物

活动的原因和影响。此外，鉴于必修教材里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人物资源，我们可用必修教材中的“人”
为线索，在拓展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梳理整合各模块

的“事”，提升教学效果。比如以评说张謇为中心，在

整合清末民初政治变革、民族资本发展、实业救国

思潮等各模块知识过程中，认识张謇的作用和精神。

三、人物评说课教学与备考关注的内容

1.关注人物评说课的教学资源开发

“人”是人物评说课的核心，我们要拓展人物选

取的史料边界，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一本选修

教材之中。随着学术新成果不断涌现，多渠道的资

源开发、多元化的题材选取、多视角的历史分析、多
层次的问题设计、这是历史教师的教学功底与课程

境界的体现。
在开发评说“人”的资源时，如何对待主要的

“人”与生僻的“人”？主要历史人物在人类发展进程

中影响了历史发展趋势，具有支撑历史学科知识体

系的地位，重点知识理所当然要重点考查。但是命

题范围局限于主要历史人物，容易导致视觉疲劳和

备考猜题，也不符合全国卷时代的命题趋势。教学

和命题中可合理引入一些生僻历史人物，以其成长

经历、重要活动为线索，必修课教学时以“事”为主，

在“借人论事”中考查相关的历史概念、史实、史论

等，选修课教学时以“人”为主，在“据事评人”中实

现学生人文素养和思维品质提升。
当我们搜集到丰富的人物评说资源后，可能会

发现围绕所要讲授的“人”，有很多可供教学设计运

用的“事”，应该如何取舍？倘若面面俱到则课时不

够，取舍失当则效果不好。恰当的做法是紧扣影响

“人”品格塑造的社会环境，及决定“人”社会地位的

功过得失，从这两方面选择典型的“事”进行教学设

计，引导学生辩证科学地评述历史人物，有效地依

托“事”将“人”评活。
2.关注人物评说课的备考效率提升

细细研究全国卷人物评说题，“人”的选择不受

各种版本教材表述的束缚，表面上削弱了素材选取

与教材内容的匹配性，实质上凸显了素材运用与学

科素养的关联性，全国卷命题者围绕“人”，在问题

设计、思维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着力，以侧重思维

品质的能力考查代替拘泥于史实的知识考查，体现

了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视。
为了适应从知识立意转向素养立意的命题趋

势，我们的历史教学立足点必须从教材知识转向学

科主干知识，因为“教材知识是教材编写者和修订

者们围绕课标，根据自身的专业水准和学术理解，所

选取的学科内容，进而编写进教科书中的知识……
学科知识就是那些对于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或关

键性作用的知识，是能够唤起历史批判与反思、承
载着历史演变规律的知识”[2]。所以我们要提升人物

评说课的备考效率，就必须基于素养立意进行人物

教学设计，要以反映人物活动的史实性材料为载

体，将其作为能力培养而非知识记忆的依据，从关

注具体的教材知识转向探究广阔深邃的学科知识，

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和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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