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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践研究
——以《秦统一中国》为例

梅天宇

启东折桂中学，江苏 南通 226200

摘要：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学科德育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初中历史学科承担着时代赋予

的人文使命，在德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现行的历史学科德育的实践中，德育实效性

较低。在阐述初中历史学科德育内涵、范畴、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统编版七年级历史第 9课《秦

统一中国》教学实践，提出深挖学科德育素材、找准学科德育点、采取多样化评价机制策略落实

历史学科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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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为本，德育为先。长期以来，许多教

师都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教授

学科知识的同时，散发⾃身人格魅⼒，以个人

道德行为影响学生，引导他们追寻生命的价值，

塑造独特的人格。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使

“素质教育”推行多年，“双减”势不可挡，

“应试”的影响依旧不容忽视，部分学科教师

一如既往地认为抓成绩是本职工作，育人是德

育老师、班主任、政教主任的工作。在这种教

育认知下，渐渐地，“育人”又窄化为“育

分”
[1]
。其实，学科德育才是学校德育最关键、

最直接、最有效的平台，潜移默化的效果要比

专门德育课程说教更突出。开展学科德育，让

教师回归育人本位，是教师的天职。历史学科

蕴涵着丰富的德育素材，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

曾说：“历史学科是塑造道德品质的重要手

段”
[2]
。教育家杜威也曾提出“历史是具有建

设性的永久的道德遗产”，可见历史学科在德

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3]
。“学史明理，

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党和政府越

来越重视历史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中的作用，更说明了新时代进行历史学科德育

的重要性
[4]
。历史学科教师理当顺应时代要求，

立足学科本体，充分领悟学科德育内涵、深挖

教材德育因素、培养“知真、求通、立德”的

接班人
[5]
。

1 初中历史学科德育内涵、范畴、特

点

学科德育指的是寓德育于学科教学，使德

育融于教育教学各环节中，具体说来，就是基

于学科课程，运用科学、恰当的⽅法，挖掘学

科教材中的德育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直接或间

接地对学生进行德育，促进学生德育水平提高

的一种⽅式。初中历史学科德育是学科德育下

的分支，承担着重要且必要的育人使命，其内

涵是历史教师基于历史课程，充分挖掘、有效

整合历史教学中的德育资源融入教学过程，在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同时，使学生树立起正确

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民族观，增强社

会责任意识，提高学生德育水平
[6]
。

初中历史学科德育范畴包括历史意识、健

全的人格、爱国主义情感等。历史意识是一种

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在初中历史教学

中，教师积极引导学生习得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采用科学的理论与⽅法，认识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全貌，客观地分析历史现象、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逐步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人格是反映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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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质和品质，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

学生认识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作重

要贡献以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作用，以

史为鉴，增强对善恶、美丑、是⾮的识别判断

能⼒，培养健全的人格。爱国主义是人们对国

家的热爱且诚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表达。在

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捋清本国历史发展脉

络，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提升对社会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历史学科德育特点主要表现：（1）说理

真实有据，历史学科用事实说理，使其学科德

育不像其它学科那样空泛。初中学生因青春期

⽽导致生理和⼼理发生变化，逐渐发展了认识

事物和独立判断的能⼒，教师“灌输式”说教

往往得不到他们的信赖，相反，言之有据，言

之有理，他们会欣然接受。故而历史德育中的

真实知识更易让学生信服。（2）素材丰富多

样，历史是人的历史，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历程。囊括了人类社会的各方面，既有社会生

产经验，⼜有社会生活教训；既有经济、政治、

思想、文化知识，⼜有军事、教育、艺术、科

技成就。包罗万象的特点，使历史学科在实施

德育方面占据了独特优势。

2 初中历史学科德育教学设计——

《秦统一中国》

2.1 教材解读

《秦统一中国》是统编初中历史教材“秦

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一

单元下的第一课，从单元视角看，承上启下，

充分体现了秦朝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

长河中的重要地位；从单课视角看，这节课含

三个子目，分别是：秦灭六国；确立中央集权

制度；巩固统一的措施。⼦目间密切联系，秦

王横扫六国是完成了军事上的初步统一，中央

集权制度的确立是政治上的统一，巩固统一措

施是在文化、经济上的统一。春秋战国以来战

争频仍，生灵涂炭，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

极大的破坏，百姓对统一日益迫切。⽽秦经历

数年变革，窥天下大势，结束战乱，促成统一。

2.2 教材中学科德育内容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落实学科德育，就需要教师

深挖学科知识中有哪些知识能够体现学科德

育要素。初一学生由于在课余时间内阅读了一

些诸如《中华上下五千年》《漫画中国史》《中

国通史》等历史类读物，故⽽对《秦统一中国》

这节课的内容并不陌生，如何运用恰当的方法

实施教学，在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下，增强

历史学科德育的实效性，实现学科德育内容与

知识点的紧密结合是关键。

2.3 教学重、难点

秦的统一及其意义；秦始皇确立中央集权

制度、巩固统一的措施及作用。

2.4 《秦统一中国》教学过程

表 1 七上第 9 课《秦统一中国》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新课

播放视频《大秦帝国之天下》

宣传片片段。呈现标题：第 9

课《秦统一中国》。

学生观看视频
视频引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一、金戈铁

马，扫六合

整体感知

第一幕 金戈铁马 扫六合

学生从宏观层面把

握本节课的知识

知识框架一目了然，框架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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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改弦更张 创新制

第三幕 文韬武略 固统一

第一幕：金戈铁马，扫六合

[自主学习 1]

阅读课本第一段，完成以下

内容（要求：做好圈画，定

时 3 分钟）

[交流展示 合作探究]

一．秦灭六国的原因

教师提问：请同学们阅读材

料，分析秦灭六国的原因。

材料一：战国时期连年战争，

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人民希望结束战乱，过

上安定的生活。

——统编版七上历史教材

材料二：秦国变法比较彻底，

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国富

兵强……已经有了进行统一

战争的可能性。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

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材料三：嬴政用人不分籍贯

和出身。如李斯原是楚国小

吏,尉缭原是魏国布衣,都得

到重用。嬴政很欣赏韩非的

原因

时间

意义

学生根据表格完成

自学任务

学生分析材料，概括

总结：统一是历史发

展大趋势；商鞅变法

使秦国力大增；嬴政

广纳贤才，善于用人

表格梳理，知识点清晰

培养史料实证历史核心素

养，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

体会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增强对民族国家的认

同感，知道人才培养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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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为得到这一人才，下

令攻韩，迫使韩王将韩非送

往秦国。

——统编版七上历史教材

过渡:由此可见，统一已是大

势所趋民心所向,雄才大略

的秦王率领秦罕所向披靡，

横扫六国！

二．秦灭六国的过程

展示动态地图

三．秦灭六国的意义

通过地图对比和史料分析，

指出秦灭六国的历史意义

学生观看地图，了解

灭六国的顺序

学生：结束了长期分

裂局面，实现了统

一。

通过地图呈现，培养学生

时空观念，地图的动态变

化，培养比较分析能力，

树立维护国家统一的观

念。

二、改弦更

张，创新制

第二幕:改弦更张，创新制

播放视频《中央集权制度》

[自主学习 2 ]

请同学们阅读课文第二框题

完成《中央集权制度图示》:

（要求：做好圈画，定时 2

分钟）

[交流展示 合作探究]

1、PPT 展示《中央集权制度

图示》结构图示

2、PPT 展示 周朝和秦朝的

有关制度的比较表格

3、PPT 反示分封制和郡县制

的比较表格

合作探究 1:说一说分封制的

危害和郡县制的影响?

学生看视频了解秦

中央集权制度；

学生展示学习成果，

形成整体认知；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

完成表格关键词填

写；

学生对比分析，得出

加强中央集权的意

义

通过视频，直观生动的解

构中央集权，便于理解

通过表格梳理，提升比较

分析能力

培养学生合作探究意识和

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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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中央集权制度是

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

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

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文韬武略

固统一

第三幕 文韬武略 固统一

[情景展示——秦人在囧途]

1. 在原赵国

御史大夫准备找个旅店休息

一下,可是旅店老板却以不

能识别身份凭证上的文字而

拒绝其入住。

2. 在原楚国

御史大夫的车辆才进入原楚

国境内就脱轨了。

北方匈奴进犯：南征岭南，

粮草不足，水运不通无法运

抵。命速回商议

3. 在原魏国

御史大夫定做了一套长袖衣

服，结果拿回来一看竟然是

短袖；买回来一袋水果，结

果发现水果缺斤少量

4. 在原韩国

御史大夫准备购买特产时圆

形方孔钱被拒收

[自主学习 3 ]

以上场景反映了秦初统一时

的遇到了哪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秦始皇

创设情境，学生思考

秦朝刚建立所遇的

问题。

根据教材，学生从政

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方面，概括秦巩

固统一的举措及影

活跃课堂氛围，同时培养

学生历史解释的能力。

增强学生时空观念和史料

实证意识，增强对秦朝是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

认识，秦加强对地方的管

理，增强民族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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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了那些有效的措施?这

些措施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

影响？

[交流展示 合作探究]

教师通过表格和图片引导学

生从文化、经济、交通、军

事等层面分析秦巩固统一的

举措及其影响。

1.文化方面：统一文字——

小篆。促进了政令的通行和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2.经济方面：统一货币——

圆形方孔半两钱，统一度量

衡。促进了经济的交流与发

展。

3.交通方面：统一车轨，修

驰道。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

展，也促进了中央对地方的

控制和管理

4.军事方面：北击匈奴，修

筑长城；南开灵渠，统一岭

南，有利于边疆稳定与发展

教师展示“秦朝疆域图”

合作探究：结合所学，你认

为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因素

有哪些？

展示课堂板书

教师总结：秦灭六国天下统

响。

学生根据提示，回顾

并完善图示

强化对“统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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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制了中央集权制度，

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

等方面加强统一，促进了我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

发展。

课堂小结

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回眸

历史，展望未来，祖国必然

统一，也终将统一。

学生听讲，思索 升华主题

课后作业

1.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你如

何看待秦朝修筑长城、兴修

灵渠等这些大工程的？

2. 评价秦始皇

（任选其一，进行阐述，有

理有据）

为下一节课“秦末农民大

起义”埋下伏笔，同时培

养学生唯物史观，一分为

二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

事件，树立历史意识。

2.5 教学反思

本节课将德育巧妙的融⼊在具体的历史

知识点教学中，“统一”观念自古有之，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秦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

一的多民族地封建国家，具有开创性意义，在

教学过程中挖掘书本资源，采用史料教学的方

式让学生探索“秦扫六合的条件”，增强对统

一的认识和对国家的认同。在“确立中央集权”

板块，让学生通过自主阅读完善框架，培养能

动性，用表格对比的形式，⼩组合作探究秦与

⻄周在制度上的差异，培养历史意识，同时意

识到制度建设对国家的意义。在“秦巩固统一

的措施”⼦目教学中，创设有效情境，在民主

的讨论氛围中学习秦朝统一货币、文字、⻋轨、

度量衡，北击匈奴，开拓岭南，征服百越等措

施，培养学生对“统一”的认识，增强民族自

信、文化自信。“盘点收获”这个环节是检验

德育有效性的手段，以“盘点”的方式掌握学

生感知德育内容的动态，逐渐使学科德育内容

外显化。本课的课堂⼩结联系当下，升华主旨，

培养了学生维护国家统一的使命与担当。课后

探究题的布置，提升学生的历史意识，全⾯客

观的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同时为下节课

的学习做铺垫。

3 初中历史学科德育实践策略

3.1 提⾼历史学科德育意识，深挖历史学

科德育素材

历史学科德育在授课过程中有较大的发

挥空间，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强化德育意识，转

变观念，充分运用历史教学阵地，把握历史教

学策略，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原则，

创设历史情境，让德育“润物细⽆声”地在历

史课堂中发生。还需要学科教师主动反思、切

身体验，重视学生主体性和个性发展，随时捕

捉教学中动态生成的德育因⼦，落实历史学科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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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找准学科德育点，适配教学重难点

学科德育不是将知识点与德育分开，⽽是

基于学科知识讲授潜移默化的进行德育这就

需要学科教师找准学科德育点，适配教学重难

点，在教学任务达标的同时，也让历史学科德

育落地。教师可以借助创设相关情境、营造轻

松民主氛围、小组共同研讨史料、多层次问题

引导等⽅式，使得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提升历史

学科德育素养。

3.3 采取多样化评价机制，检验学生德育

目标达成情况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观察，及时对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取向做出回应，使学生的

朝着持续进步的情意轨道上发展。学科德育具

有隐蔽性，因此需要教师持续关注，注重过程

性。此外，教学反思能帮助教师回顾本堂课学

生的情感情况以及审视德育目标的达成情况，

保障学科德育的实效性。

综上所述，历史教师在历史学科德育实践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对历史单元或

者历史单课的整体把握、教学目标和德育目标

的深度钻研、教学重难点和学科德育点的融合

分析、民主课堂氛围的独特营造、多样性教学

评价机制的巧妙构建及其自身的道德示范引

领，是新课改新课标实施背景下初中历史学科

德育实践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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