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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高二学生在从高二的新授课到高三一轮复习课的转变过程

中，极度不适应，突出表现为基础知识时空观念不强，获取解读

信息、调动运用所学、论证探讨问题、描述阐释事物能力不足，

缺乏应有的微观思辨、宏观驾驭、古今中外关联的等历史思维能

力。而传统的高三历史教学使学生学习呈现知识散、乱、孤、死，

思维断裂碎片化，宏观驾驭能力不足，学科核心素养不强，背离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高考能力要求，难以高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学校领导制定的“问题导学”教学策

略的指导下，我带领高三历史组通过多次教研活动的沟通交流、

“问题链”的设计与完善、课堂模式的创建与实践、学情的课前

调查与课后反馈，不断探索高三一轮复习课的“问题导学课堂模

式”，加强“问题导学”在高三历史一轮复习课中的应用，从而

加强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的培养。

二、“问题导学”在高三历史一轮复习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问题导学”活动开展以来，高三历史组共探讨了以下三种

课堂模式进行研究，现将其教学效果总结如下：

（1）常态复习课：确定核心问题，围绕核心问题确定层进

的子问题；提供文字、图片、影像等问题情境，为学生解决问题



提供辅助参考；鼓励学生自主探究、理性思考、大胆质疑、积极

发言；通过学生课堂即时反馈及时调整设问策略和问题；历史组

成员课后进行课堂评价；课代表反馈学生意见，教师本人对本节

课进行总结反思，整改提高。

以程庆全必修二第二单元第 10 课《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为例，程老师在本课过程中，首先通过“经济结构”这一核心问

题的概念解读，顺势追问四个层进的子问题：1.中国古代经济结

构的表现？2.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主要变

化？3.为何此时发生了变动？4.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洋纱、洋布为

什么能进入中国市场？通过问题链，充分运用了史料，既盘活了

教材中的内容，也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历史分析、历史

解释能力，还复习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先关内容。由此，

老师了解了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和运用能力，探查到了学生的知

识漏洞和知识盲区，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而对学生已经

掌握的问题则可以忽略，以有限的课堂时间解决重难点，从而提

高课堂的效率，促进课堂目标的达成；而学生则通过自己的思考、

分析、历史解释、知识整合、答案输出这个思维过程中，认识到

自己的会与不会，从而对经济结构的变动有了全面深刻的历史理

解，为接下来理解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打好基础。

存在的问题：常态复习课每天都在进行，备课量大，难度高，

老师们不能保证每节课都进行沟通交流，也不能充分保证每个问

题的提出都有针对性、有效性，并且有些问题的适用面窄，不能



充分调动学生的思考积极性，使他们积极参与，此外，有些问题

的难意度还需调整。今后我们将尽可能把课节分配到人，围绕课

标和重难点设置问题链，在教研活动上专门开辟一个“问题导学”

时间，进行沟通交流，以期提高“问题导学”在常态复习课中的

导向性、针对性、有效性。

（2）单元综合课：高考真题导入；多向、发散地理解概念；

抓住单元主线，引导学生自主构建思维导图梳理单元知识体系；

围绕单元重点设置问题链，系统设问与顺势追问，突破重点难点；

围绕高频高点、错点、疑点、难点制定针对性习题训练，学以致

用，整改提高。

以尹伟菊老师的《单元三复习课：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

立与发展》一课为例：尹老师在本课中首先抛出 2018 年高考 I

卷 27 题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考查作为导入，然后引出对“代

议制”这一概念的解读，围绕这一单元主线，引导学生填充本单

元表格，梳理知识体系；围绕“代议制”这一重点，设置了“君

主立宪制的发展历程”这一问题链，串起“大宪章”、“光荣革

命”、“权利法案”、“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等重难

点，通过“责任内阁制大事记”等史料设置问题情境和层层递进

的追问，使学生的思维动起来，知识运用活起来，使得历史课堂

生动起来，对史料和问题的理解也变得更立体、更深刻。

存在的不足：第一，历史学科知识点多、细、小、散，要使

学生疑问得以解惑，常常导致课堂容量多大；第二，理想中的课



堂问题能正好命中学生的知识盲区，而学生层次不同，良莠不齐，

亟待提高问题的指向性和有效性。因此，我们计划做好学情调查，

围绕学生的知识短板和盲区设置问题，切实提高问题设置的指向

性和有效性。

（3）习题讲评课：根据座次划分学习小组，分配习题讲解

任务；划分题目类型，根据正答率确定讲题范围；学生自主反思

试卷错题，找到错点疑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思路方法；小组

讲解习题，解决疑点难点；教师及时点拨，扩充知识，进行延伸

迁移。

“习题讲评课”模式最早在程庆全老师的实验班进行，目前

已在全组推广，这种模式将“问题导学”具体化、实效化，效果

显著。第一，真正激发了学生自己探究问题的热情，真正发挥了

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第二，

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正思路、勘正错误的能力，，

也使教师清楚了解学生的知识盲区。因为主讲人要讲得明白易

懂，就要做好充分的功课，既要讲明对在哪里，更要说明错在哪

里，不仅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也需要缜密的历史思维，还需要

对信息进行提取转化，对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更需要清晰表达、

准确输出的能力。所以，习题讲评课以错题为中心，学生查漏补

缺，教师补充整合，较高质量地达成了思维能力提升、知识查漏

补缺、整改巩固提高的目标。第三，生生、师生交流，碰撞思维

火花，增进班级感情，提高历史思维。学生通过自主思考、合作



探究解决问题，提高了对历史学科学习的信心，激发历史学习兴

趣，促进历史成绩进步，历史思维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也潜移默

化中得到培养。

存在的问题：历史学科特点决定习题没有清晰的边界，在类

型划分上有很多重合交叉的现象，很多问题需要综合多种做题方

法，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有重合。另外，学生现在仅限于较为圆满

地解决选择题，非选择题分析热情不高，效果不理想。因此在习

题分类讲解和材料题解析这两个方面，还需要组内老师共同探

讨，寻找更有效的方法，真正解决学生的高频错点，切实提高做

题的正确率，降低错题的重复率，提高历史成绩。

综上所述，“问题导学”实施以来，大大扭转了高三历史一

轮复习课传统、单调的局面，提高了教师的专业能力，增强了教

研组团队合作意识，生成了三种“问题导学”课堂模式，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培养

了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我们高三历史组将继续推进“问题导学”在高三一轮复习

课中的应用，在新课改的路上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