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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史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蚌

埠地区为例
汪杭平

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安徽蚌埠，233000；

摘要：乡土史课程资源是一种独特的教学资源，它的开发利用对于初中历史的教学有着重要意义。文章以蚌埠地

区为例，通过搜集和整理得到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在初中教材中的分布情况，分析了乡土史课程资源在教学中应

用的主要途径，并以核心素养培育为立足点探析了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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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土史课程资源相关概念界定

乡土史课程资源是指教师、学生或者学校所处的某

一具体行政区域的历史学科教学素材
[1]
，主要包括这一

地区的遗址遗迹、名人轶事、语言文化、历史事件、考

古文物等。乡土史课程资源通常与教材内容相联系，对

教材内容起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它本身是全历史的一个

组成部分，又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不仅具有教育意义，

还能在让师生在教学中寄托地域文化情感。

2 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分

析

乡土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对于初中阶段历史

教学尤为重要，它能够优化课程内容，有利于培育学生

核心素养，充分发挥初中历史教学的育人功能。笔者通

过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搜集蚌埠地区乡土史

课程资源，将其与部编初中历史教材分析对比，并结合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课程理念、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的要求，探索分析其在初中历史

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 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在初中历史教材中的分

布

蚌埠地区 7300 余年的历史进程，使其积淀了丰富

的乡土史课程资源。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和归纳整理得到

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在初中教材中的分布情况，旨在阐

明可挖掘应用于课程教学的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与教

材内容的对应关系，分析不同课程资源在不同章目教学

中应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与部编初中历史教材内容相

关的可挖掘应用的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列举如表 1。

表 1 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在教材中的分布

课程内容 可应用的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

七年级
上册

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
早期人类与文明起源

第 2课 原始农耕生活 双墩遗址、怀远双古堆遗址、五河韩村遗址

第 3 课 远古的传说 夏朝开国君主禹、禹会村遗址

第二单元 夏商周时期：早期国
家与社会变革

第 5课 青铜器与甲骨文
钟离君柏墓出土青铜器：蟠虺纹铜鼎、钟离公柏用

戟等

第三单元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第 10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 垓下古战场遗址

第 15课 两汉的科技和文化 东汉陶井、固镇谷阳城遗址、东汉时经学家桓荣

第四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第 16课 三国鼎立 曹老集镇曹操军屯遗址

七年级
下册

第一单元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

放的时代
第 3课 盛唐气象 寿州窑、栖岩寺

第二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民

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
第 12课 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怀远”的由来

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 14课 明朝的统治 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汤和墓

第 19 课 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蚌埠市博物馆馆藏：青玉瓜棱杯、青白玉蟠螭纹双

龙耳杯、翡翠扳指、青白玉簪、青白玉如意等

八年级 第三单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 第 11课 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 资产阶级革命者吴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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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可应用的蚌埠乡土史课程资源

上册 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七单元 解放战争 第 24课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纪念馆

八年级
下册

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第 8课 经济体制改革 蚌埠周边凤阳县小岗村

2.2 乡土史课程资源在教学中应用的主要途径

2.2.1渗透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目前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形式，将乡土

史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能够使学生通过身边的事物、故

事等更好地完成历史科目的学习。以“七年纪下册第 1

4课 明朝的统治”为例，可以将蚌埠地区的历史人物常

遇春、汤和融入到“明朝的建立”知识点的讲解中，常

遇春和汤和都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功绩卓越，将他们与

教材内容相结合，可以帮助学生从家乡的人物故事中更

全面地了解明朝的建立过程，更深刻地掌握所学知识点。

2.2.2开展乡土特色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和帮助下以解决

特定问题为目标自主获取知识的教学方式
[2]
。初中历史

探究式教学一般是教师通过特定情境引出相应问题，学

生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探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

乡土史课程资源的融入能够让初中历史探究式教

学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依据教材中

的课程内容和课程标准提出具有乡土特色的探究课题，

指导学生通过查阅文献档案、实地考察等方式搜集地方

史料，并将教材内容与搜集到的史料结合，对所探究的

课题归纳整理得出相应的成果。这一学习过程可以提高

教学效果，同时能够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基

于蚌埠地区乡土史课程资源，可以将垓下战场遗址与

“七年纪上册第 10课 秦末农民大起义”教材内容相结

合设计探究式教学课题，要求学生还原垓下之战背景、

过程和结果，进一步探索楚汉之争刘邦取得胜利而项羽

失败的原因，以及楚汉之争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一

探究过程可以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巩固教材知识的同时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

2.2.3开展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也称为第二课堂，是指课堂教学以外的带

有综合性、实践性、自主性的教育教学活动
[3]
。课外活

动的形式有考察参观、走访调研等，这种教学方式能够

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

力。以“七年纪下册第 3课盛唐气象”为例，带领参观

蚌埠博物馆，详细解读馆藏的寿州窑青釉印花四系盘口

瓷壶、黄釉莲花纹瓷座等隋唐时期文物，可以使学生更

直观地感受到唐朝的盛景，加深对教材知识的认知。

3 立足核心素养的乡土史课程资源应用价值探

析

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

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中指出，历史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主

要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五个方面。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融入乡土史课

程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学科能容，

从而实现培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笔者以培

育学生核心素养为立足点，探析蚌埠地区乡土史课程资

源在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3.1 树立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

律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它的观点主要包括人类社会

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趋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广

大人民和杰出人物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等
[4]
。乡土史课

程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学生以身边

的人、事、物为基础由表及里、逐渐深化地学习历史，

使学生能够透过纷杂的表象理解历史的科学本质，同时

逐渐掌握唯物史观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论，并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思想完进行历史学习和探究，从而做到全面、客

观地认识历史。例如，将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

纪念馆融入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一课的教学中，

可以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渡江战役的过程，更深层次地

思考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从而理

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胜利的

重要作用等科学观念。

3.2 培养时空观念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中对事物进

行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这一观念强调将史事

置于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理框架中，才能准确地认

识和理解历史
[4]
。乡土史课程资源大多是贴近学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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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遗址遗迹等，充分梳理这些资

源并以此构建历史情境，同时将历史与当下的现实生活

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将史实与特定的时

间和地理背景联系起来，从时空观念角度出发认识历史。

如蚌埠地区的双墩遗址，距今 7300 余年，比半坡遗址

还要早 1000 多年，比河姆渡遗址早约 300 年，将其融

入到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起

源”的教学中，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地区的原始农耕生活，

并与教材中所提及的河姆渡、半坡、良渚等文化遗存对

比，从而更全面、更近距离地感受这些文化的时空背景，

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

3.3 培养史料实证素养

史料实证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

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史料实证素养要

求学生知道史料是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掌握获取史料

的途径，能够判断史料的可信度和价值，并能够从史料

中提取有效信息
[4]
。相比于书本、网络等渠道获取的史

料，本地的馆藏文物、遗址遗迹、古建筑、文化遗产等

资源更加直观，也更容易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在教

学中适当地引导学生搜集乡土史课程资源，并以搜集到

的史料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

生搜集、判断、分析史料的能力。蚌埠市博物馆馆藏有

种类丰富的文物，是获取史料的良好途径，这些文物主

要涉及到夏商周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

在“青铜器与甲骨文”、“两汉的科技和文化”、“盛

唐气象”、“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等几课的教学

过程中，适当引导学生搜集和分析史料，能帮助培养学

生的史料实证素养。

3.4 培养历史解释能力

历史解释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

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和方法
[4]
。历史解释以史料证据为支撑，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

能力应更着重于教导学生从史实中发现问题，并对历史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将一个地区的乡土史课

程资源串联起来，可以完整地展现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

进程，结合教材内容，能够让学生更直观地认识到社会

发展的规律、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等。同样以蚌埠市博物

馆馆藏文物为例，引领学生将不同时期的文物进行对比，

结合教材内容探究这些文物反应出的不同时期的文化、

生活习惯、科技水平等，可以帮助学生准确地认知经济

发展、科技水平、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

3.5 升华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体现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情感，以及

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4]
。乡

土史也就是家乡史，全面系统地了解家乡的历史，能够

激发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从热爱家乡的

情感中升华出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归属感。蚌埠地区

有形式多样的乡土史课程资源，合理应用这些课程资源，

对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被称为“东方芭蕾”，在民间舞

蹈艺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可以提升学生对于家

乡的文化自信，从而以小见大，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

信，升华家国情怀。

4 结语

乡土史课程资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

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对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也有

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应当以历史核心素养为立足点，

将乡土史课程资源适当地融入到不同形式的教学中，以

求真正实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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