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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研究与实践 ①

郭惟瑾，马建佳
（湘潭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中学历史“３Ｚ”（自主梳理———主题探究———知能检测）教学结构研究与实践，针对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
在的陈旧的教学观念和教学程式导致的教学低效问题，依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通过优化课堂教

学结构，为教师整合课程资源，为学生参与学习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操作的开放的有序空间，真正实现理想的历史学

习，构建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中学历史“两型”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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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那些只会听背诵、依据教材按部就班、照着书页边

或课后习题提问的教师，有待认识历史教学的重大价

值。”“这必定造成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厌恶———也许是永

久性的”［１］。这是心理学家、教育家斯坦利·霍尔（Ｇ．
ＳｔａｂｋｅｙＨａｌｌ）在１９世纪末陈述的美国历史教育之忧。斯
坦利·霍尔所描述的现象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仍不鲜

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

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因此，我们尝试创建一

个优化的课堂教学结构，为教师整合课程资源，为学生参

与学习提供一个相对稳定并开放的可操作的有序空间，

真正实现理想的历史学习———“是一个从感知历史到不

断积累历史知识，进而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过

程；同时也是主动参与、学会学习的过程。”［２］让学生“活

学”历史，把历史“学活”。

２　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构建
２．１　教学结构界定

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

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

结构形式。这一结构主要决定于教学系统的四个要素

（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在教学活动进程中的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具有依附性、动态性、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

这五个特点［３］。

２．２　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
“３Ｚ”教学结构是指课堂教学活动进程由“自主梳

理”“主题探究”“知能检测”三个环节构成。

２．２．１　理论基础
一是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布鲁姆把“认知

领域”教育目标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

个层级，两个范畴，即知识范畴和“智慧技能”范畴（除知

识层次之外的其他五个层次）［４］。依布鲁姆的解释，历史

学科中大量的人名、地名、时间及许多专业术语均属于知

识层次，可以由学生自己通过看书和记忆完成，教师只需

检测其回忆知识的能力即可。而“智慧技能”范畴的学

习目标，学生则需通过教师进行帮助才能完成。通过对

教学目标的分类，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任务定位

明晰，教师要为学生自主达成知识层次目标提供时间和

空间，教师要把帮助学生达成“智慧技能”作为教学设计

的重点和难点。这也是我们划分“３Ｚ”教学结构中“自主
梳理”与“主题探究”两个环节的重要依据。二是基于建

构主义的教学理论及支架式教学模式。建构主义理论思

潮流派众多，如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建

构主义，强调个体是通过“同化”和 “顺应”把外界刺激所

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５］。布鲁纳的认

知———发现教育理论、奥苏贝尔“有意义的学习”理论等，

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发现式学习”和“接受式学习”对学生

知识建构的意义。建构主义一致认为，学习的过程具有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学生是知识的主要建构者；学习共同

体有益于知识建构，学习具有社会互动性；学习应该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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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而教师的职责就是创设

理想的学习环境，促成学生的自主建构活动［５］。支架式

教学指通过支架的协助，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

转移给儿童自己，最后撤去支架。支架的重要功能就是

帮助儿童顺利穿越最近发展区，以获得更进一步的发

展［５］。具体到中学历史课堂来看，历史学科知识有着自

己鲜明的特点：历史的既往性与连续性；历史的多样性与

规律性；历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历史的阶段性与因果

性。中学生由于自身经验的缺失，更需要教师构建合适

的“支架”来帮助完成知识的自主建构。如何为学生构建

合适“支架”，也是我们实施“３Ｚ”教学结构教学策略的重
要依据。三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罗杰斯主张“学生

中心教育”，主张教学目标的实现在于学生自我实现的目

的达成；教学的过程要体现学生的自主自发；教育的目标

是培养健全的人格［４］。创设一个和谐的平台，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找寻到成功的对学习的渴望，帮助学生掌握

学习的技能，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人文素养，培养全面

发展、健全人格的合格公民，既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也

是“３Ｚ”结构教学试图实现的追求。
２．２．２　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操作模式

第一环节：自主梳理———教师依据课标中的知识目

标，对教材进行整合，通过学案或板书设置问题（知识填

空或概念简答），学生借助完成知识梳理，初步建构基础

知识体系。以小组学习的方式进行课堂交流。老师点

拨。对部分学生感兴趣又有能力驾驭的内容，则鼓励采

用学生活动的方式进行，实现“学生主讲”。

第二环节：主题探究———教师依据课标要求对教材

难点、重点进行问题预设，整合教学资源，以史料研读、问

题探究、情境探究等方式，帮助学生突破认知局限，提升

历史学科能力。同时对学生在课堂生成问题组织探究解

答，帮助学生将所学内容实现理性升华，完成知识的自主

建构。课堂上以小组讨论为主要方式，进行师生合作

学习。

第三环节：知能检测———对学生所学进行检测，巩固

新构建的知识效果。（根据学情和具体教学要求设 Ａ、Ｂ
两个层次以区分难度）。

以上三个环节，教师可以根据学情（如初中与高中不

同学段的差异，薄弱或优质生源基础学校的差异，高中理

科班与文科班的差异等）和具体教学课型（新授课与复习

课，通史课和专题课，讲授课与活动课等）进行相应的调

整（指各环节所占时间比例及内容呈现方式、角度、难度，

教师与学生活动的方式等）———比如学生基础越好，自主

梳理环节所花时间会更少，主题探究的角度和难度会更

大，课堂呈现的形式会更丰富———并不要求教师只能机

械地墨守程式。但所有的调整必须是在“３Ｚ”教学结构的

框架下，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调整。

２．２．３　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特点
从“３Ｚ”教学结构的操作模式和案例呈现来看，此结

构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根据学生心理认知规律进行

设计，环节设置注重了层次性和开放性，能够满足知识动

态性和程序操作的稳定性，适用面广；二是以学生的学习

问题为教学的出发点，教师要为学生的学搭好“支架”实

现自主建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地位明确；三是对教师

处理教材能力和课堂教学组织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四是

过程开放，生生合作、师生合作解决问题是常态，相应的

评价体制是完成教学的有力助力；五是需要引入教学媒

体，多媒体技术、学案、小黑板等都对教师的备课提出了

更高要求。

２．２．４　中学历史课堂“３Ｚ”教学结构实施效果
“３Ｚ”教学结构的研究和实践是“湘潭中学历史‘两

型’课堂教学模式”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课题组两年多

的研究与实践，整合各类教学资源，已完成了覆盖整个中

学６个年级的集体教案，集体课件及学案，有力地推动了
湘潭地区中学历史课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其良好的教

学实效也令所有实验学校满意。“３Ｚ”教学结构的推广必
将能带动湘潭地区各类城乡学校的发展，对推动湘潭地

区的两型教育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３　结　语
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

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

程。”［２］“３Ｚ”教学结构的研究与实践，立足于历史学科特
点，秉持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理念，建构一个稳定而开放

的有序空间，有利于理想的历史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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