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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事 化 、 可视 化 、 场景 ｆｈ 史 料呈现 的 优化策略

〇 徐继宽

课程改革让基于史料 的教学方法成为备受关情节不能展得太开 ，拖得太长
”

， 可
“

遵循开 始 、 升

注的话题 ，史料作为史实的 载体和史论的依托被广级 、高潮 、转折 、结果五步原则来运作
”

［ ｎ
。 再次 ，设

泛运用于教学 中 。 针对 同一教学 内容运用 不同 的计启发学生追根究底 的悬念是故事化呈现的 目 的 。

史料
，
教学效果有高 下之分 ， 而针对 同一 史料采用故事化呈现不仅实现史料信息 的传递 ，更关注历史

不同 的呈现方式
，
教学效果也会大相径庭 。

一般来问题的探究
，
因 为

“

故事里 的大小人物有着人所特

说
，
史料理应原汁原 味地呈现 ，

以便学生直截 了 当有 的复杂的思想与动机 ，讲故事是 为了学生理解历

地解读史料 、 了解史 实 、 理解历史 。 但考虑 到史料史 的复杂性 ，而不是为了
一个独立于故事之外的道

个体特性和教学实际需求 ， 我们可 以对史料的存在理或其他
” ｕ

］

。 通过穿插在历史叙事 中 的悬念 ，
激

形态或表现形式进行优化后再呈现给教学对象 ，
以发学生进行知识迁移与创新 ， 对史事进行理性分析

减少学习 的阻力 ， 促进史料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 为和客观评判
，
避免了 史料 只存在于教师 的讲述之中

此 ，
本文拟探讨故事化、 可视化和场景化三种史料而与学生的思考无关 ，

学生不是单 向被动地接受故

呈现方式 ，
为基于史 料的 教学提供一些思路 ， 不当事

，
而是参与史料教学的 互动 ，

教师 由此得到教学

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效果的反馈 。

故事化呈现改变 了史料 的原始形态 ，
对此我们

＿

、故事化王 见 ：从材料解读 Ｊ历史叙事
要尊重史实 ，不能引 用谬误媚俗的资料信 口 开河讲

材料解读是史料呈现的 最常见方式。 如果 我故事 ，细小的对话 、场景可以合理想象 ，
但重要的人

们能将一些具备生 动性和叙事性 的史料故事化呈事面貌和历史趋势不能更改 ， 不可为 了追求情节动

现 ，则有助于复杂 的历史现象通俗易懂 ，使枯燥 的人而史实失 真 ， 毕竟故事讲述只是手段 ， 认识历史

历史评述深人浅 出 。 何为故事 化呈 现 ？ 即 以事件才是根本 ，追求故事性的 同 时也要保证学术性 。 另

为中心 ，
通过生动新颖 的题材 、形象鲜 明 的人物 、 弓 丨外

，故事化呈现意味着史料载体从文本变为教学语

人人胜的情节 和激 发思维 的悬念这 四个基本要素言 ， 我们要运用通俗易懂 、朴实无华 的 口 语化表达

形成具有吸引力和亲和力 的历史叙事 ，
让学生愿意方式

，

既要有准确规范 的历史教学特性 ， 也要有流

听 、易接受
，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畅活泼的故事讲述风格 。

怎样将史料呈现为精彩的历史叙事？ 首先 ，
通案例 １ ：

“

抗 日 风潮 中 的 岳飞 形 象
”

故 事教 学

过阅读发 掘题材是故事化呈现 的前提。 很多故事设计

并不直接显现于史料表面 ，
它需要我们围绕教学主材料 １ ９３５ 年 ３ 月 ５Ｅ

Ｉ ，
南京特别 市 市 长石 瑛

题深入细致地收集相关史实 的细节性资料 ，结合教签发训令第 ２３ １ ５ 号 ，
训令社会局严 禁 吕 思勉 《 白 话

学意图从中提炼出 生动有趣的故事性素材。 其次 ，本国 史 》 于未删 正前在 南京销 售 ，
并签发公函 ……

通过补充史料构思合理 的情节是故事化呈 现的 核称 ：

“
……

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 ， 早为 千秋定

心 。 从原始史料中提取生动 的人与事 ，
结合补充史论。 该 书上述各节摭拾浮 词 ，

妄 陈瞽说 ，
于 武穆极

料创设出简洁清晰的时代背景 、合乎逻辑 的人物对丑诋之能
， 于 秦桧尽推 崇之致 ，

是何居心
， 殊 不 可

话 、跌宕有致的事件过程和鲜活传神 的历史 细节 ，解。 际此 国 势 衰 弱 ， 外侮凭 陵 ，
凡所 以鼓励 精忠报

引起学生对历史故 事的关注与思考 ，
但

“

故事化的国之精神 ，
激扬不 屈 不 挠之 意 志者 ， 学 术界方 当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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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劝 勉
，

一致努力 。

”

度上说 ，时代需求塑造了不同的岳飞形象 。

——

胡喜云 、 胡 喜瑞 《 民 国 出版 史诉讼案 中 的 ＝１ 丨 ☆★生 ，＋剧 １
１１１
供主负

＾＾＾
一、可视化呈现 ：从文本表达到视觉表象

吕 思勉》 （ 《 书屋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原始史料 的背 景内 容是历史学家 吕 思勉所著历史教学中最常见的史料形态是文本 ， 但有的

《 白话本 国史 》有贬低岳飞赞扬秦桧的观点 ，
被南京文本史料 内容抽象 ， 文字繁 多 ， 不管在纸质讲义还

市政府呈请教育部查禁 。 在讲述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是课件界面上呈现 ，
都不利 于顺畅精准阅读 ，也不

民族危机加重
”

时直接呈现这则史料 ， 可让学生 紧利于激发学习热情 。 史料 的可视化呈现 ，
就是借助

扣关键词
“

１ ９３５ 年
”

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材料解读 ，
理直观形象的 图解手段重绘史料文本 的核心内容 ，将

解时任南京市市长 的石瑛所称
“

际此 国势衰弱
，
夕卜史料面貌从文本表达转变为视觉表象 ，使可读性欠

侮凭陵
”

是指 １ ９３ １ 年
“

九一八
”

事变后 日 本制造一 佳的史料在重构后易于被审察 、理解 和运用 ，具有

系列侵华事件 ， 中 国 民族危机 日 益加深。 故事化呈冲击力和感染力 的史料新形态在学习 者头脑 中不

现能把这种 干瘪枯燥的材料解读转变为激趣引 思断清晰 、生动 、 可靠地再现 。

的历史叙事
，
教师以新的教学方式复原和阐 释历史史料可视化呈现有三个基本 问题需要关注 。

事件 ，可 以 为学生提供一 种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视一是要规范可视化的过程 ，文本史料可视化呈现的

角 。 本案例实施策略如下 ：教学过程必须包括文本挖掘与转化 、视觉呈现和交

第一步 ，深入 了解 背景内 容收集故事素材 ，
以互 、史实解读 与阐 释 ， 因 为

“

除 了传达事实信息之

史料原始出处为突破 口
，用

“

吕思勉
” “

岳飞形象
”

等外
”

， 可视化呈现还可以
“

传输见解 、经验 、 态度 、 价

关键词在学术数据库搜索并阅读相关内容 ，提炼出值观
、期望 、观点 、 意见和预测等 ， 并以这种方式帮

“

抗 日风潮中的岳飞形象
”

的故事主题 。助他人正确地重构 、记忆和应用这些知识
”

［
３ ］

。 二

第二步
，
塑造人物形象

， 即
“

贬岳崇秦
”

的 历史是要明确可视化的对象 ，不是任何史料都适合可视

学家 吕思勉 ， 主张抗 日 救国 的 南京市市长石瑛
，
两化呈现 ， 只有具备数据统计特征或对应视觉素材丰

人眼中的岳飞形象构成冲突 。富的才适宜。 三是要掌握可视化的手段 ， 如将文本

第三步 ，构思故事情节 ，用细节烘托人物形象 ，转化为 自制漫画 、 动画 、视频等 ，最常见的是转化为

用悬念引 导学生思考 。 １ ９２３ 年 吕 思勉 出版 《 白话本数据图表或历史图像。

国史 》 ，尽管书中提出 岳飞是军阀的 争议观点 ，但 当将史料中的数据转化为图表呈现 ，
第一步是数

时社会对这部著作的评价还是很高
，
到 了 １９３ １ 年舆据提取分析 ， 排除史料 中 无关紧要 的冗余信息后

，

论开始指责 吕思勉贬低岳飞为秦桧喊冤 ，
１ ９３５ 年争先从数据 中提炼教学意义再考虑图表呈现式样

，
毕

议终于酿成大事件 ， 当局严禁此 书销售
，
严禁学生竟前者是 目 的后者是手段 。 如何提炼抽象 的数据

阅读
，
吕思勉更是被人以外患罪告上法庭 。 至此抛的教学意义 ？

一可以关注异常数据
，
发现特殊的历

出问题 ，为什么这本教科书在发行十二年之后惹上史现象及其原因 ；
二可 以对比不 同 数据 ，

通过定量

大麻烦 ？分析得出历史结论
；
三可 以分析时间 序列 数据

，
揭

故事化的呈现方式让原本枯燥的史料鲜活起示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 第 二步是视觉呈现效果

来
，

一个好故事 引 导学生 还原一 段真实 客观 的 历设定 ，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 图表形式
，
如表格 、 饼

史 ：从 １９ ３ １ 年开始 日 军先后 制造
“

九一八
”

事 变 、图 、柱形图 、折线图 等 ，在史料 内容与视觉形象之间
“
一

 ？ 二八
”

事变 、华北事变
，
中 日 民族矛盾逐渐上建立合理 的逻辑关系 。 第三 步是阐 释论证历史问

升 ，
于是在 民族危机加重的背景下

“

贬岳崇秦
”

被看题 ，学生通过分析统计数据认识历史事物的相互关

成维护民族败类贬低抗 日 风潮 。 还可 以 引 导学生系
，
并通过知识迁移探讨数据图 表背后的历史现象

进
一

步思考 ，这本书 中的 相关内容为什么在十二年与原因 ，得出 比较客观的史论 。

前没有激发 民愤 ？ 国 民大革命时期 （
１９ ２４— １９２７ ）图表呈现在经济史教学 中使用较为频繁 ， 因为

社会潮流是打倒列强 除军 阀 ，
吕 思勉批评岳飞的 割其包含了粮食产量 、

工业产值 、物价 和赋税 等大量

据军阀形象迎合了 民意 ，
而 １ ９３５ 年随着中 日矛盾激数据文献 。 另外 ，像政治史教学可运用新 中 国与外

化各界呼吁抗击外敌
，
爱国市长石瑛和主流民 意都国建交数据统计

，
文化史教学 中可运用不 同时期中

需要岳飞精忠报 国的 民族英雄形象。 因 此 ，

一定程外科技发 明统计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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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科举制
”

命题设计党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可视化呈现后保 留 了

２０ １ １ 年 高 考 江文本史料 中的教学 内容 ，但内涵丰富 的视觉图像更

苏历史卷第 ２ 题的材７ １
〇
／〇＾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士

图

出

Ｉｄ三、场景化呈现 ：从熟识教材到研习 史料

中记载了 ８３０ 名进士Ｓ士族子 弟从引 导学生了解基本知识这一角度来看 ，传统

出 身 的分布情况 ，
由曰 的历史教学表现为史实在课本上呈现 ，常规的基于

］ 小姓子 弟
于文字量较大在试卷史料的教学表现为史料在课件上呈现 ，前者缺少认

上无法直接呈现 ， 即使采用 取舍 、裁剪 和组合的史识历史的依据 ， 后者往往缺少分析史 料的过程 ，
实

料文本处理方式还是不合适 。 命题者通过统计 出则还是教师在灌输观点。 我们提倡史料 的场景化

进士的 出 身分布 比例
，
以 饼状 图 的效果 可视化呈呈现 ，并非要求教师通过激发情感呈现史料使学生

现
，
增强了史料信息传递 的效率 ，使考生能够凭借进人教学情境 ，而是指学生在教师帮助下 收集史料

视觉感知获取蕴含的关键信息 ，
认识到唐代科举制并在具体任务场景 中呈现史料 ，从

“

展示史料—解

兼顾多个阶层但不够完善。读史料—印证史实
”

的传授型呈现 ，
转变为

“

收集史

将史料 中的信息转化为图像呈现 ，有插 图辅助料—运用史料—反馈成果
”

的任务型呈现 ，从而凸

和图像替代两种方式。 前者把图像与文本相结合显学生的主体性 ，增强学习的挑战性。

起到说明 、补充 、拓展 的作用 ，
以插图形式展现可视史料的场景化呈现是通过

“

做历史
”

的 教学策

化的史料阅读过程 ； 后者则完全隐藏原始史料 ， 只略来实现 ， 即史料呈现是在
一个任务 场景 中

，
而非

呈现图像重构知识 ， 激发学生丰富且深人 的想象 ，师问生答的传统课堂中 。 以往教师经常发问
“

这则

培养细致观察和思考 的能力 。 可视化呈现特别 强材料反映了什么现象
”“

请据材料分析出 现该现象

调教师对原始史料的充分理解 ，
先要明确史料文本的原因

”

之类 ，这种教学方式应被摒弃 ，
代之以学生

所要表达的历史信息 和教学意图 ，
再寻找与文本内

“

在教师的指导下接触
一

些
一手或二手的材料

，
彼

容 匹配的历史图像 ，
可 以采用 网络搜索技术查找现此讨论 、解答 问题

，
判别史料 、尝试重建历史 ， 在课

存图像 ，也可 以凭借 自 身 能力绘制 ，但须避免使用堂中进行
‘

做历史学家
’

的
‘

活动
’ ”

［
４

１

。 具体做法

与史料缺乏 内在关联而是纯粹装饰的图像。有 ： 围绕学 习主题搜集不 同类 型的史 料 ，
依据所学

案例 ３ ：

“

美 国两党制
”

教学片段设计知识进行史料的真伪鉴别 ，
依据现有史料推导出一

材料 两党都致 力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
对来源不 同观点冲突的史料进

于 维 护 现 存 的 政府 制＾

〇 Ｌ ＩＴ ＇ ＣＳ行比较阐 释 ， 等等 。 教师放弃史料展示者 的角 色 ，

度
， 都反对彻底改变 我全力辅助学生成为任务场景 中的 史料运用者 ，教学

们 的 经 济制 度 ， 都 赞成ｊ目 的不是让学生用史料 印证课本观点 ，
而是运用史

我们 美 国 的信仰制 度 。 料阐释 自 己的观点达成活动场景 中的任务 。

因 此
，

－ 个党 的 政纲 和 场景化呈现是－把双刃剑 ，
用之不 当会弄巧成

候选人总是 与 另 －个 《 拙 。 要避免流于形式走人误区 ，就必须重视学生切

的 政纲 和 候 选 人 非 常 身参与 ，
无论是收集 整理史料还是研读运用史料 ，

相似 。都要唤醒学生积极主动的合作探究意识 ， 努力 以有
—兰尼和肯德 尔效的任务设计驱动重建历史 的学习体验。 还要注

《 民主与 美 国政党制 度》意史学研究方法指导 ，培养学生甄别史料的求真意

上述文本史 料反 映了 民 主党 、 共 和党 本质相识 、论从史 出 的史证意识 、 历史的逻辑推理和反思

同
，
若改用 图像化呈现方式可 降低 史料 的认知 负批判意识等 ，

因 为学生既然进行
“

做历史
”

的 活动 ，

荷 ，增强学生历史学 习 的感悟 。 美国 政治卡通 网那就需要学会历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方法。

（
ＷＷＷ．

ｐ
ｏ ｌｉ ｔ ｉ ｃａ ｌ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ｃ ｏｍ

）上有
一

幅驴象互换面具案例 ４
 ：



“

中 国为 何在 甲 午战争 中失败
”

场景教

的政治漫画 ，
生动形象地揭示 了两党有驴象之争的学记录

一面
，
也有驴象本一家 的

一

面 ， 政策趋 同反 映了 两我在教学
“

甲午 中 日 战争
”
一课时提 问 中国 战

Ａ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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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原因
，
有学生抠课本字句说是李鸿章保船避战 的 国民意识缺失 ，而 日本是举全国之力 。

所致 ，也有学生凭课外知识说是慈禧腐败挪用海军研讨场景中教 师既是话题 的串 联衔接者 ，
又是

军费修颐 和园所致。 没有 占有 充足的史料就给 出 问题的发现推动者 ，
尤其是 出现史料呈现导致认知

的结论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 ，
课本由 于篇幅限制无冲突的时候 。 有两个细节 ： 其一 ，有学生呈现 ２〇〇４

法呈现更多史料 ， 笔 者设计
“

学术研讨会
”

的场景 ，年高考上海卷第 ２４ 题中李鸿章怒 曰
“

政府疑我跋

让学生来结合史料探讨 甲午战争之败因 。扈 ， 台 谏参我贪婪
”

， 结论是军费不足 、朝廷猜忌 和

第一 ，学生收集史料 阶段。 在这一 阶段 ， 我提同僚倾轧是 甲午败因 ，联系到课本上描述的李鸿章

醒他们不要带着先入为主 的结论去找史料 ，
结论应在甲 午海战的表现 ， 不少学生认为这则史料表现 了

该在史料分析后再得 出 。 学生通过 图书馆和互联李鸿章的狡辩 。 笔者 引导学生评价历史人物要放

网搜集到多种类型 的史料 ， 如诗歌 、 书信 、视频 、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不可全盘否定或 过高评价 ， 高

考试题
、
媒体报道 、学术专著等

，
极大地发挥了 主体考试题中 的史料和课本中 的 材料表述侧重不 同但

性和参与性 。 第二
，整理分析史料阶段。 学生搜集 都是史实 ，并介绍洋务派与清流派的 内斗削弱了 中

的史料既有 中 国 的 ， 也有 曰 本 和西方 的 ， 我引 导学
国实力 。 其二 ， 有学生呈现陈悦 《北洋海军军舰

“

主

生按史料来源分
＾
合作学习 ，分别从 中方 、 日 方和 炮晾衣

，’

说考辨》
一文

，
与本组呈现的

“

主炮晾衣
’ ’

史

西方三个角度多兀化分析史料
，
以保证结论的客观

料互相矛盾 ，笔 者提示史 料呈现之前需要严谨考

性和全面性 。 再次进人研讨场景后 ，
学生代表以历

证
， 引导学生通过所涉事件军舰名称 、 事件发生地

Ａ学家身？ ＭＷ ｉｌ ｌｉ
点和故事版本流传等细节 的辨析 ，认识到 以

“

主炮
（ 学生积极

＾
地思考与行动ｍ非结果 （学生说出

晾衣
”

来论证 甲午—战败 因应慎重。

娜对史料 了解不多 ，
解读 ；ｆ透 ，

就会 只 为浮
中方组的史料与分析主要有 ？ 唐德 刚 《 晚清七＃〒 力 —丑们 艾科 ’方饥土安 咽 ？ 思ｗ ｒａｕ既痕ｔ云遮蔽眼 ，而通过搜集并场景化呈现史料 ， 学生就

十年》 中
“

北洋水师定远号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
”

，？亡从 出＃中孤— 士 田 姑 体 ＃＋步抓八

ａｉ 一 、
－能在体验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活 动中 客观公正地

结论是清兵军纪涣散素质低
；
黄遵宪 《东沟行 》诗石

“

人 目船坚不如疾 ，有器无人终委敌
”

，
结论是清军ｗ

腐败人才缺乏
，
不能发挥武器优势 ； 凤凰 网防务短

ｎ

评 中
“

甲 午战輔 日 本经济总量大约只有 中国 １／８
， Ｚ
棚体验历史 ’圖 升 了 自 王子 习以、和历史

但中 日 两国财政实力几乎持平
”

， 结论是清政府腐^

败无能 ，
日本麵经紐代化

；
《觀大髓 》节 目

－节触课獅骑 ，财誠 ，

－定 程度上

中雷顿讲述《
－本书 的命运与甲 午战争》 ，

说黄遵宪
＃决于史料 效果 。 笔者 以史料 载体 、

介绍明治维新的 《 日 本国志 》
－书长期无法 出版 ，结

论是 中国 当时统治者不思进取 ，
日 本明 治维新成效

场景化二种优化策略 ，并非想要完全颠覆或代替常

显著 。 日 方组 的 史料呈现主要有 ： 宗泽亚 《 清 日 战
规的史料直接呈现方式 ，

而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基于

争》 中 以表格形式展现中 日 军力对 比 ，
结论是清军

史料的教学质量
，
让知识记忆更为牢 固

，历史理解

武器装备略胜一筹 ，但兵役制度 、 交通运输 、军队医 更为深刻 ，
以期引 发更多 的 同 行关注与探索 ， 让历

疗 、军事战术 、媒体宣传等方面都输 给 日 本 ； 《 绝版史课＠绽放 ’活力 。

甲午 ：从海外史料揭秘 中 日 战争 》
一书介 绍乐善堂

间谍网 ， 结论是 日 本重视情报收集对清 军了 如指［
１ ］ 饶晓琴 ？ 论中 学 历 史科 的情景式教学 ［ Ｊ ］

． 中 学

掌
；
《伊东佑亨劝降书 》 中

，
日 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历 史教学参考

，

２００４
（
４

） 。

伊东佑亨劝 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 说 中 国
“

墨守［
２

］ 夏辉辉． 历 史教学的深耕基于历 史细节教学

常经不谙通变
”

，
日本

“

急去旧制 ， 因时制宜 ，更张新的新理解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２０１ ４

（
３

）
．

政
”

，结论是 中 国在政治制度上落后 于 日 本 。 西方［ ３ ］ 赵 国庆
， 黄荣怀 ，

陆 志 坚 ？ 知识可视化 的理论与

组的史料呈现主要有 ： １ ８９４ 年 １２ 月 《 哈珀斯周刊 》方法 ［ Ｊ ］
■ 开放教育研究 ，

２００５ （ １ ）
．

载朱利安 ？ 拉尔夫 《 可怜的老中 国 》
一文 ， 称 中 国［ ４ ］ 李稚勇 ． 论史料教学的价值——兼论中 学历 史教

“

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 国家的责任感 以学发展趋势 ［ Ｊ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２００６ （ ９ ）

．

及团结一致 、 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
”

，结论是中 国 （作者地址／江 苏省苏 州 市黄埭 中 学
，

２ ］ ５ １ ４３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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