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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综艺 «典籍里的中国» 应用于高中历史
教学中的优势研究

◆张志鹏　梁　磊∗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３１)

【摘要】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不断被创造性转化的今天,可应用于教学的优质网络资源不断

涌现,为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近年来,网络上有关我国文化类、创新类节目遍地开花,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诗词大会»,再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而«典籍里的中国»正好就是其中优质的网络资源.随着高中历

史教学的脚步不断迈进,如何利用新的网络资源,辅助完成教学目标以及培养高中生的学科素养,正成为越来越多的

历史教师关注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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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籍里的中国》对于历史学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该节目甄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我国古代书籍与人物故事，通过

虚拟现实的高科技手段，使典籍中的文字与历史“活”了起

来，实现了“历史时空”与“现实空间”的沟通，从而展示

典籍中的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精神。 本节目蕴含的大量

的高中知识，与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有

着较重合的内容，并与高中历史教学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更

能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 本文以该节目的内

容为切入点，试探讨将其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的优势。

１　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网络资源概述

１．１　网络资源利用现状

在我国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利用网络上的各类形式的

知识来辅助教学早已司空见惯，例如利用影视剧、纪录片、

各种短视频片段等。 各类网络资源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这一传统教学模式，

更多地引入了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并且增加了互动性，

加深了学生的形象记忆。 互联网上有着丰富的资源，其多

样的形式和广泛的传播范围，深受师生们的喜爱，它们丰富

了课堂教学的形式，也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将恰当的网络资源融合于历史课堂教学来辅助教学是新

课标的要求，“历史课程资源是指有利于历史课程目标的实

现，能够服务于历史课程的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的总和。 历史课程资源的种类是多样的，既包括传统的纸

质资料，也包括现代的网络信息等。”但是在实际应用网络

资源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值得历史教学从业者注意的问

题，比如某些不严谨的影视片段进课堂，会扰乱学生对于历

史的正确认识；网络资源选择范围较窄，仅从一些纪录片中

选材，形式单一；网络资源的滥用，比如大量的时间用来播

放多媒体内容而没有板书和重点，使教师沦为播放视频的机

器等问题。 但如何有效地整合网络资源？ 什么样的网络资

源才是真正适合高中历史教学的？ 怎样高效地去选择与应

用网络资源？ 这些应是教育工作者应该去仔细探究的

课题。

１．２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概述

２０２１年下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档传统文化

推广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 在该节目中，节目组以

我国古代典籍为载体，通过话剧表演、专家解读、演员座谈

会、跨时空对话等形式，重现历史上重要人物与重要的历史

事件，通过巨幕、３D渲染等科技手段，最大程度地还原历

史情景，并聘请相关领域内的权威学者对当时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与相关史料进行细致解读。 最后，通过一个“时

空长廊”让古代伟人与现代人相遇，让“古人”见到其影响

力已经穿越了几百上千年，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衣食住行与

思想文化，成为许许多多现代人的精神支柱或生活日常，从

而唤起对家、对国的情怀。 比如在节目中，通过话剧演绎

与技术手段让“屈原”看到了我国的“天问”火箭探索宇

宙，解决了屈原在《天问》当中对宇宙的疑惑；《天工开

物》的作者宋应星立志于农作物培育技术与国家农业的发

展，立志让人们不再挨饿，但当时的社会背景使得这一理想

难以实现，但他通过技术手段“走”到今天，与农学家袁隆

平先生有了一段跨越千年的交流，现代人已经实现了宋应星

曾经的理想。

２　«典籍里的中国»应用于历史课堂教学的优势

２．１　简化晦涩难点，便于师教生学

由于历史的不可回溯性以及其他特点，导致历史教学中

的部分内容学习起来存在一定的难度。 与此同时，更新的

课程标准也对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了解唯物史观的

基本观点和方法，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等，这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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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为抽象，需要学习者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

并且能够通过史料对史实进行合理的解释，最终形成全面、

完整的认识。 教师们需要深入思考、不断创新，找到一种

既能保证学生全神贯注听，又能辅助学生快速理解知识点的

教学方式。 如果历史教师仅是按教材时间线或历史逻辑线

进行课堂教学，讲解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对各种复杂名词

仅进行口头解释，容易造成学生心不在焉，甚至对历史学科

产生厌烦心理。 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学习、听课的动机无

非两种：一种是来自内心自愿学习的内驱力，另一种是外部

力量的吸引和激发。 而多媒体技术将相关网络资源应用于

课堂，就是通过外部刺激，吸引学生全神贯注地进行学习，

同时以形象化的方式加深其理解，深化其记忆。 当教科书

上的黑字和图片变成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变成了

一个个有思想、有故事、有感情、有血肉的人物，变成了先

辈们波澜壮阔的一生，就会在每个学生的脑海里变成一本栩

栩如生的故事书，从而使学生渴望去了解新故事，获取新

知识。

不断更新的数字化设备，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逐渐改

善的网络化环境，多角度、多方面、交互化和智能化的教学

过程，为学生提供了优质教育，也拓宽了学习渠道，丰富了

课程资源，进而促进了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场景等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组织与管理、评价方式等，均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网络资源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凭借其独有的特效与传

播方式、情景再现等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历史学习

过程中直观性不足等问题。 利用多媒体手段展示适宜的网

络资源，通过技术手段还原部分历史史实，可以引导学生更

好地理解教学重难点。 此外，杜平的论文《用现代文明阐

述历史：谈新课改下的历史和信息技术的学科整合》提到，

研究表明，(教学)信息的展示如果是纯视觉的，学习时注意

力的集中率是８３．７％；若是纯听觉的，注意的集中率只有

５４．６％。 当视听结合，捕获内容的概率可达９４％。 网络资

源以视听结合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观看通俗

化、形象化的知识资源，使教学中的一些难以用文字表述的

重难点问题不攻自破。 对于教师而言，也不再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如何将晦涩难懂的知识，通过口头解

释的方式，让学生们保质保量地掌握，只需要以学生为主

体，以问题为导向，适时引导，共同探讨。 视觉媒体在教

学中的应用能提供鲜明、清晰的视觉画面，而在人的学习过

程中，能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事物发

展规律和本质特性，以及帮助学生理解操作方法与操作要

领。 网络资源的筛选与利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教学

方式的局限，使得历史教学走向了更广阔的空间。

现行教科书受制于篇幅，难以把历史上重要的每个人、

每件事，每一个重难点逻辑都加以细致描绘，《典籍里的中

国》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纲要”二

字的补充性内容，“纲要”为人们大致指定了学习的方向与

概念提纲，其他内容则需要教师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资源

进行丰富，以完成教学目标。 学生会被重要历史人物绚烂

的一生所吸引，也知道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经历下形成了什

么样的思想，为何能被称之为典籍。《典籍里的中国》打破

了时间的壁垒，让今天的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

思想。 原先晦涩难懂的知识点，通过学生对古人的共鸣，

牢牢地印在了学生的心里，同时也节省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

时间。

２．２　引用大量史料，培养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素养，要求学生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掌

握运用可信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

但寻找各类有教学价值的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师生自发地寻找相关史料也存在较大困难。 即便对于教师

而言，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符合课程需要的知识，也是

一项庞大而艰难的工程，而网络平台上的各类相关资源则给

了人们搜集、学习、解读史料的新途径。《典籍里的中国》

作为一档广泛流传于互联网上的官方的文史类多媒体节目，

已经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们寻找整理出相当多的一手史料，

包括器物、出土文献、画像等。 教师可以整理研究其开发

的资源，并为教学所用，这也是新课标中“能够服务于历史

课程的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具体体现。 当

学生们获取了这些可靠史料，思考史料的含义和意义，在教

师指导下对史料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形成对史料客观、

正确、完整的认识，在此指导之下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针

对所有史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就基本形成了史料实

证的核心素养。

在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的第４课中，司马迁及

其著作《史记》是本课的重点知识点之一，不仅要求学生掌

握“纪传体通史”的概念以及在我国历史上的意义和重难

点，而且在日后会有大量学习内容与习题援引《史记》当中

的史料，来培育学生的史料实证核心素养。 在《典籍里的

中国》中，人们不仅能看到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两代人为

了成就此书付出了多大的艰辛，并且能以故事加解读的形式

理解何谓“纪传体通史”，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样

的意义。 解决了教学中的一项难点，同时也能够学习其中

所记录的大量经典史料，以及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帮助学生

理解教材中的“人物刻画叙事生动、不虚美、不隐恶，是一

部兼具文学和史学特色的不朽名著”这一论述的真正含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教学重点——《史记》的特色以及

地位。 在写作特点上，《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中，详细

记载了一些项羽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的相关史料，对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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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而在《高祖本纪》中，则又记录了

项羽残忍的一面。 当学生们看到这两种史料后，将两份史

料对比来看，通过辨析和思考，形成对项羽完整的认识，在

一系列其他史实史料以及教师的引导下，了解项羽为什么会

失败，失天下，最终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结论。

２．３　线性讲解历史，形成时空观念

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

学生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也就是时空观念。“学生的历史学

习，既不同于专业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活动，也不同于普通

人对历史的了解活动，又与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认识活

动有所不同。”

现阶段的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章节基

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讲解的。 但教科书为了获取较强

的教学操作性，会将一整体的历史割裂为几个部分，然后再

逐一地论述，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也破坏了

历史的连续性，较容易造成学生历史时空感的错乱，将同一

时间段发生的事情理解成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将历史的一

些联系与因果关系割裂开来。 在《中外历史纲要(上)》的第

２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国家、思

想、人物与著作，形成了多条“线”，这些“线”互相掺杂

在一起，使得一些学生难以理清它们之间的联系。 教科书

上将课程内容分为第一目“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第二目

“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第三目“孔子和老子”与第四目

“百家争鸣”几部分，未按照历史的时间、空间顺序来写，

而是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序进行讲解，互相没有提到

因果关系。 这就容易影响学生对“一定时期的思想是一定

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的理解，也不利于学生时空观念的

培养。 而在节目中，《楚辞》讲述了当时“列国纷争”时代

背景下，屈原支持楚国“变法运动”以谋富国强军，以便在

战争中取得优势，这也是当时各国图强的缩影。 而正是在

此背景之下，一些人认识到了军事的重要性，才有了《孙子

兵法》，如此一来，让学生们能将多条“线”放置在一起

看，有利于形成对当时社会的完整认识。 楚国乃至各国的

改革、军事的重要性与《孙子兵法》等，都是在当时特定的

具体的时间、空间下存在的，基于此才会对当时的政治、经

济、文化史实有准确的理解。 时空观念应该是对一特定时

间、空间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总的认识，并对其进行分

析学习的能力。 在这一框架下，学生们才可能形成时空

观念。

３　总结

总之，《典籍里的中国》是一档值得高中历史教育从业

者研究的节目，它既包含了国家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又体现

着现代科技的结晶，非常适合于现行高中历史教材统编版

《中外历史纲要(上)》的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教材

部分章节中的重难点。 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将网络资源

应用于高中历史课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教

师对于网络资源获取方法存在问题，或在使用多媒体时存在

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等，都是需要逐步解决的。

怎样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筛选出历史学科教学所需要

的核心重难点内容，并加以整理，使其成为适合用于高中阶

段学生的形态，将其应用于历史教学中，并且以此为契机，

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一类文化传播节目为历史教学服务，应是

教育工作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和不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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