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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第一节历史课应该怎么上？我想可以

从让学生了解历史的书写过程开始。历史是如

何书写的？历史叙述百分百准确吗？教科书的历

史叙事一成不变吗？这是我一直想让学生了解

的内容。
史学教育的精要，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

维方法，也就是我们最近时常提到的“核心素

养”。本质上，历史教育的核心素养是历史学研

究方法的体现，而历史研究的呈现方式就是历
史书写。通过了解历史书写的过程，和学生一起

寻找材料、辨别材料、解释材料，学生可以自然

而然的获得相关史学素养。因而，我认为，我们

可以从高中历史课程中择取二三课，有意地训

练学生。

一般而言，历史的书写，源自于对史料的分
析，完成于对史料的脉络化：即将历史事件安置

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于这两点，夏朝

历史是极好的教学案例，其原因在于：

第一，夏朝的历史尤其是夏早期历史，缺乏

连续性，资料不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料，获得
最多的历史信息，是历史学家的基本技艺。利用

考古资料，从一片荒芜之中去寻找人类的活动

痕迹，让学生感受学者们的“侦探”技艺，是很好

的教学场景。

第二，夏商周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

有确切地下文字材料印证的晚商至周代的历

史，和没有确切直证材料印证的夏朝乃至商朝

前期的历史。探讨夏朝的历史，可以让学生意识
到史料的多样性，以及建立初步的史料分析意

识，如辨别文献，区分神话与历史等。

第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认定方法，采用的

是时空对应的方法：即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的

空间上大致处于文献记载中夏朝的活动范围；
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亦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

合。二里头遗址是该时空范围内发现的唯一的

大型都城遗址，是推断其为夏朝遗址的重要依

据，因而可以据此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第四，不同学者对二里头遗址持不同态度，

并给出了各自的依据。可以借此培养学生的实

证意识，推断能力，和尊重不同观点的精神。

通常，史实必须靠问题赋予意义。在过程方

面，对抗性文本阅读和问题解决贯穿了整个教
学过程。本设计一共 2个课时：第一课讲“文献中

的夏朝”及“古史辨”；第二课主要探讨“二里头遗

址是不是夏朝遗址”。这其中包括“文献是否可

信”“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遗址”两个问题，并

通过给出不同学者的解答，提供了两个对抗性情
景。以上问题和情景，都会将学生带回原始史料

中，让学生去学习论证，而不是接受既成的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本课涉及一些考古学知识，

可能会有老师担心难度问题。其实大可不必：从

知识的角度讲，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神话与历

教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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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夏商周的更替”“青铜器与甲骨文”，因而具

备了相关背景知识。另外，本教学设计的文本较

为简单，避免了专业术语，学生不存在理解上的

困难，即便有，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
相关教学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第 1课时：神话还是历史？近代疑古思

潮与夏朝

这一部分的意图，主要是通过学术史的梳

理，把学生引入“故事记载是否可信”这一对抗

性情境。总的来说，中国人对于上古史的认识，
经历了从“信古”到“疑古”的过程。这节课可以

从阅读《史记·夏本纪》的节选片断开始，先让学

生了解关于夏朝的基本记载。然后再从《古史

辨》中摘编部分内容，交给学生阅读研讨，获得
“层累的造成古史说”这一知识。为什么时代越

靠后，反而人物形象越丰富？知道的古代人物越

久远？通过介绍这些问题，学生会自然而然的对

古史记载产生疑惑。

此外，如果老师愿意，还可以解释疑古思潮
的重要意义，即四个打破：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

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

史人化的观念；4.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这会让学生对历史的功用，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第 2课时：追寻夏的痕迹
事实上，疑古思潮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

影响，被称为“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学者们

不得不回应这一质疑。以研究古史著称的学者

徐旭生曾说：“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

代，近几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
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

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考古

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

的现象？”①

由此，老师可以顺势引出新问题：如果古史
记载是准确的，那么夏朝存在的证据是什么？

1.步入争辩：夏朝在何处？

第一步，设置一个对抗性情景，让学生进入

历史争辩之中。首先联系前一部分，给出胡适和

顾颉刚的观点：
胡适：东周以上无信史。

顾颉刚：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

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此处可以设计一个设问，帮助学生建立起

关于夏朝的空间概念：考古学家应该去哪里寻
找夏朝的遗址？

古史学家徐旭生梳理了可信度较高的上古

文献，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两个区

域：晋南、豫西。1959年夏天，徐旭生率队寻找传
说中的“夏墟”，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个沉睡

已久的“故都”。②

2.如何认定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王都遗址？

（1）思考：一个王都遗址被废弃之后，会留

下哪些痕迹？
此处学生可以进行头脑风暴，进行一次考

古现场的想象。判断一处遗址是否是都邑，主要

看它是否是权力中心，落实到考古现象上，比

如，有没有供统治者使用的王室禁地———宫城，

有没有超出了普通人需求的大型建筑，以及墓
葬、文物等考古发现。

（2）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

设问 1：观察二里头遗址示意图，指出有哪

些考古发现，能够得出什么信息？（图略）

通过阅读图片，学生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
有宫城、宫殿、道路、祭祀坑、墓葬、手工业作坊，

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大规

模聚落，它只可能是一个王都。有学者推测，1号

宫殿遗址夯土的土方总量达 2万立方米以上，

如果每人每天夯筑 0.1立方米，也需要 20万个
劳动日，再加上设计、测量、取土、运土、垫石、筑

墙、盖房等多种工序和后勤、管理等环节，所需

“劳动日”以数十万至百万计。史前时期大型聚

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 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
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 1000人，而二里

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两万人，这在东亚地区

①②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 11期。

二、情景、问题、对抗性文本构成的
教学过程

教 学 研 究32

ChaoXing



尚属首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的成

熟度。此外，还可以通过对比，指出二里头宫殿

的建筑格局呈中轴线对称结构，与现在故宫的

布局类似，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①

设问 2：阅读表格，你能够得出什么信息？

通过阅读表格，学生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

的墓葬已经有了明显的阶层差异，贫富分化。此

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不但可以获得关

于夏朝社会阶层的知识，而且能加深对青铜器
的理解，并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此外，敏锐的学生可以发现，二里头遗址目

前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王陵遗迹。如果教师愿

意，可以据此展开“奴隶制”这一话题。

最后，教师可以给出结论：二里头遗址是一
个王都遗址。此处可以进一步展示二里头的宫

殿遗址、出土文物等图片资料，得出以下结论：

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排

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以
及一系列出土文物，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

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三）探究：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吗？

二里头遗址是一个都城遗址，一个大型聚

落，那我们又如何判定它是夏朝的遗址呢？对此，
学界有主流意见，也有不同声音。可通过让学生

阅读不同学者的观点，获得知识，锻炼思维。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阅读对抗性

文本，可以培养学生认真聆听、并准确理解他人

的能力。同时还应该使其意识到，理解他人、尊

重他人，并不代表一定要同意他人，学生应该根

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这里，提供给学生的文本是经过教师有

意改编的。这些内容之所以被改编，一是考虑到

学生的实际情况，减少术语，降低难度；二是考

虑到学习效率，使内容更有针对性。其中部分内

容可能与原文有不同之处，但其内核是不变的。
其具体步骤如下：

1.给出文本

不同学者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朝遗址的

观点（摘编）：
孙庆伟：近代以来，《史记》等古代文献关于

夏、商历史的记载遭到质疑。然而，1928年前后，

殷墟遗址出土了数万片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

骨，这些被称为甲骨文的文字表明了殷墟就是

商朝王都的遗址。通过比对甲骨文和《史记》中
对商朝历史的记载，发现二者基本吻合，因而

《史记》中对商朝历史的记载基本是准确的。所

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古人伪造历史。我认为

关于夏朝的文献记述是基本可信的，二里头遗

址是夏遗址。（注：孙庆伟，考古学家）③

许宏：文献对于商的记载是准确的，并不代

表对于夏的记载也是准确的。古代文献典籍浩

如繁星，但并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司马迁在《史

记》中记录了夏、商、周三个相继崛起的王朝，但

司马迁的年代，距离夏已经千年有余，相当于我
们现代人写唐宋史。而关于夏朝的记忆，春秋时

代就已经说不清楚了。所以，文献中对于夏朝历

史的记载未必准确，我们应该从确信的考古证据

出发得出结论，而不是从不可确信的文献中得出

结论。没有可以确信的证据佐证，就无法证实二
里头遗址是夏的王都。（注：许宏，考古学家）④

艾兰：中国上古史记载模糊，文献中关于夏

的认知充满相互冲突之处，部分记述是值得怀

① 许宏：《二里头的“中国之最”》，《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 1期。
② 据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制表，《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28～29页。

③ 孙庆伟：《夏代信史的考古学证据》，三联新知大会演讲实录，2018年。

④ 蒋肖斌：《二里头遗址：最早的中国》，《中国青年报》2017- 8- 18。

表 1：二里头墓葬的类型与出土文物②

随葬品
青铜礼器、玉器、
陶器、漆器、绿松
石器、海贝等
陶礼器、玉器、绿
松石器、海贝等
少量陶器或无随
葬品

无

是否有棺木

部分有

基本没有

无

墓穴面积

2平方米以上

无墓穴，弃置
于灰坑或祭祀
坑中

数量

24

44

甲类墓葬

丁类墓葬

乙类墓葬

丙类墓葬

60

137

有，部分为漆
木棺

1～2平方米

教 学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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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我们不能先默认文献材料的真实性，先入

为主地相信夏朝的历史，然后再去寻找证据，这

样做是有问题的。如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任何

关于夏朝的记载，其他文献中对夏朝的记录也
都语焉不详，因而我们不能排除‘夏’原来是一

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为‘历史’。如果是这样，考

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于成立了”。（注：艾

兰，美国历史学家）①

张光直：即便没有文字本身的证据，我们也
可以使用时间和空间上的对证。二里头遗址的

地理区位恰恰是文献上所记载的夏人活动的地

方———伊、洛、河、济之间。在时间上，通过对若

干标本的 C- 14测定，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约为公
元前 2000～ 1500年。二里头遗址的地域与传说

中夏朝都城之地望的巧合不可能纯属偶然。因

此，作为该区域这一时期内最古老的大型古都

遗迹，可以推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址。

（注，张光直，考古学家）②

许宏：即便处于同一时空范围内，它也可能

是某个没有被文献记录下来的王朝遗址。由于

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纪年和商朝纪年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群又都主要分布在

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
者的文化交流也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

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

分辨开来。因此，尽管学界有不少学者推断二里

头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但到目前为

止，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
的文字材料，因而还无法确认它到底是哪个王

朝的都城。（注：许宏，考古学家）③

李学勤：如果殷墟时候的人，没有在不容易

腐朽的龟甲兽骨上刻字，是否就无法证明殷墟

是商代的遗址呢？从甲骨文有“册”字知道当时
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木，但到今天我们一支也

没发现。如果没有甲骨文，我们就不能推断殷墟

是商代遗址了吗？我想还是能够证明的，因为有

大量的青铜器、大规模的陵墓，还有这么大的整

个遗址，这不是商代首都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已

经有一种考古学的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二里

头文化从地理分布和年代上看和夏朝非常一致，
因而是夏文化的遗存。（注：李学勤，历史学家）④

2.两名同学一组，完成学习单 2

学习单 2

一、哪几位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

遗址，列举他们的证据：
写出学者们的名字：

列举他们的证据：

二、哪几位学者对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

持质疑态度，列举他们的理由：
写出学者们的名字：

列举他们的理由：

三、为什么如今商朝的存在不被质疑，而夏

朝却遭到了质疑？

四、你同意“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这一
观点吗？你有什么问题？

问题一、二，主要需要学生关注时间与空

间。确定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的原因，一是因

为二里头遗址的时间与文献中夏朝的存在时间

基本契合；二是因为二里头遗址的空间区位与
文献中夏朝的空间范围基本一致。而持不同态

度者，是因为二里头遗址缺乏直接的证据材料。

依靠不准确的文献进行推断，可能出错。二里头

遗址的名字不一定是“夏”，也可能是其他。

问题三，主要在于引导学生关注证据在历
史书写中的重要性。此外，学生还可以获得关于

甲骨文的相关知识。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利用

知识，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方法。

关于问题四，首先要提醒学生注意，持不同

意见的学者的态度是：“不一定是夏朝遗址”，而

非“不是夏朝遗址”。具体在课堂实操中，学生的
意见是多样的，两个观点基本上各持一半。有的

学生比较敏锐，能够提出很好的观点，例如：“商

① 闫敏：《洛杉矶“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英文本论文译述》，《人文杂志》1991年第 4期。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 35～40页。

③ 许宏：《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寻根》2010年第 3期。

④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文明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 1期。

教 学 研 究34

ChaoXing



朝的文明如此之发达，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

商朝之前一定有一个更早期的文明，二里头遗

址极有可能就是夏。”例如：“我选择不一定是，

万一哪天其他地方挖出了有确切文字证据的夏
朝遗址呢？这样多尴尬。”也有同学只是复述材

料中的观点。但是，能够准确理解别人，也是极

好的。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同，不能强求他们没话

找话，重在培养历史学思维，获得相关知识。

此外，学生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学
界有争议？教材还是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

写入教材。如果学生想不到，老师有必要自己提

出这个问题，并解答之。我的解答是这样的：目

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址，
教材编写者采取了多数人的观点。教材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会吸取最新的学术成果做出调整。

3.教师陈述与总结

二里头遗址的身份问题，随着更多文物资

料的发掘，相信终归有一天会有一个确切的答
案但也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不管二里头遗址是不

是夏朝遗址，都是中国、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都

邑，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

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依中轴线布置的宫殿建筑

群。不管它是不是“夏”，二里头都是中国灿烂古
文明的一部分，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

位，以及中国古文明的悠久、灿烂。退一步讲，夏

朝是中国王朝的开端，但远非中华文明的开端。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老师指出，自 1959

年秋季至今的 5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
作持续不断，累计发掘面积 4万多平方米。而二

里头都邑的现存面积共有 300万平方米，几代

人的发掘面积也就是 1%多一点儿，考古探索远

没有结束。

（一）从历史学出发去培养核心素养

再现历史书写的形成过程，不但能够帮助

学生掌握、运用相关历史知识，还能够自然而然

地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实证意识等学科素养。

没有相关的学科知识、技能作为依托，核心素养

很难训练出来。毕竟，历史知识，历史学的方法，
应当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出发点。

（二）课堂讨论的前提是给学生提供讨论的

依据，提炼、复述材料信息亦是一种技能

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历史学科的相关讨
论，都是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的。如果学生相关

背景知识较少，往往使讨论陷入尴尬境地。这种

情况下，把经过教师精心摘编的资料交给学生

就变得非常重要。提供资料，一是为学生提供背

景知识；二是为了加以启发。资料摘编，既要力
求准确；又要考虑课堂效率和学生的理解能力，

避免术语，行文尽量通畅，方便学生理解。此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学生即便只是复述材料中

的观点，也是值得鼓励的。准确理解别人，亦是

一种重要的素养。

（三）关于考古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的思考

由于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学生对考古的

兴趣是非常浓厚的，具有强烈的了解意愿。作为
教师，有必要了解一些考古学的基本常识，并帮

助学生理解考古。我们对考古的理解不能停留
在“挖宝”或者文物收藏的层次上，要注意到考

古学是通过古代遗迹研究人类活动的学科，文

物所处的环境和文物本身同样重要。如果条件

允许，这节课可以加以扩充，选取一两件典型文

物，并展现其发掘环境，以及我们如何从其中获
得历史信息，应该是一种极好的教学尝试。此

外，也需要引导学生关注，考古发现不仅仅是为

了证实文献，它还有更多值得关注的内容，比如

聚落形态，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结构、文

化交流、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这可能比搞清
楚它的“名字”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靳万莹，中级教师，广东省深圳中
学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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