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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陈馨玥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杭州市，310000；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大量优秀的影视作品，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以及真实

性的特点，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源。《中国通史》记录了在中国疆域内从远古人类起源到清政府灭亡的历史，在内

容上与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相吻合，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一起研究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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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要

最大程度地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如多媒体、网络等，加

强文字与图像的结合，构建多媒体历史教学资源库。”

由此可见，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历史影视资源在高中

历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通史》作为现今

国内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纪录片，以影视化的手法，将

中国疆域内从远古人类发源到清政府灭亡这一历史场

景描绘出来。因此，将《中国通史》运用到高中历史教

学中，是必要的。学术界关于将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应用

于高中历史教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且取得了优秀的

成绩，细致地分析了历史纪录片的教学价值、应用现状

及其相对应的教学策略。但是，将历史纪录片置入高中

历史教学的相关具体案例较少，大多集中于初中阶段。

所以本文将《中国通史》历史纪录片与统编教科书《中

外历史纲要（上）》相结合，以此为例来探讨历史纪录

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1 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通史》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部历史纪录片，

其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线索，描摹了中华民族走

过的辉煌历程，它是由广电总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

监制，CCTV 电影频道编导出品。“《中国通史》描绘出

了从中华文明发祥地到夏商周朝的古代史迹，从秦汉一

统的辉煌景象到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景象，从隋唐的繁荣

景象到两宋的繁荣景象，从元朝的文化交融到明清的兴

衰变迁，以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笔触，描绘出了中国疆域

从原始人开始到清代末年的壮阔景象。”《中国通史》

涉及到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包含了“王

侯将相”、“士农工商”各个社会阶层，复杂多样。《中

国通史》共有 100 集，每集 45分钟，分为七季播出。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最大限度的

还原历史画面，在立足真实史料的前提之下，借用现代

的影视技术，对历史画面进行最大程度的还原。《中国

通史》虽然整体是按照时间为线索进行的，但是在具体

历史故事的讲述中是围绕叙事主题展开的。以《中国通

史》中唐朝部分的讲述为例，第 42 集《贞观之治》承

接《炀帝功过》，讲述隋朝末年，炀帝变本加厉，最终

使国家走向灭亡，李唐取代杨隋。随后，李渊三子李世

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成功登上帝位，他在位期间励精

图治，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第 43 集《武则天》

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正统女性帝王——武则天的

故事，她所治理的王朝，“上承贞观，下启开元”，使

得中国的国力大增；第 44 集《开元盛世》则讲述了唐

玄宗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但在盛世下又隐藏着许多

危机，这在第 45 集《安史之乱》中表现出来，安史之

乱过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与之俱来的便是第46 集《中晚唐的危机》。第 47集至

第 51 集则讲述了唐王朝的对外关系及宗教等。《中国

通史》所采取的这种叙述方法，使得每一集不仅具有鲜

明的时间特征，而且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对于观众

来说，也不会出现混乱的感觉。因此，当观众观看《中

国通史》时，不管是按照时间顺序观看整部纪录片，还

是单独观看其中某一部分内容，都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2 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的教学价值

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与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

史纲要（上）》有很高的契合度，因此在高中历史课堂

中得到广泛应用。关于《中国通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的教学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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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梳理历史知识，完整知识网络

高中历史的学习与初中历史并不相同，教师在对高

中历史知识进行讲授时，大多分模块进行，将高中历史

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因此学生也必须从这

三个方面进行学习，这不利于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学习，

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特别是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使

得他们不能树立起完整的时空观念，只能死记硬背知识

点，不仅丧失对历史的学习兴趣，而且学习效率低下。

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是一部以真实史实为依据，对

中国自原始人出现至 1911 年清王朝覆灭这段时间内发

生的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剖析，揭示了中国古代史的

发展走向和规律。通过观看《中国通史》，既能使学生

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又能使学生从整体对历史

发展脉络进行把握，树立起完整的时空观念。

2.2 补充历史知识内容

高中学生通过教师教学和教材内容所获取的历史

知识是有限的，且较为笼统，缺少对细节的把握。而历

史纪录片《中国通史》则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细节的讲述，

所以将历史纪录片置入高中历史教学中是大势所趋。在

如今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迫于高考的压力，教师往往

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材为基础，注重考点知识的

讲解，从而忽视对相关历史细节的讲述。而学生在这种

“填鸭式”的教学之下，往往采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

缺乏创新思维，使得他们体会不到学习历史文化的乐趣。

通过观看《中国通史》，学生不仅可以看见一个更为全

面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史》中所展示的从

中华文明起源到清政府灭亡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在高考

试题中占有很大比例，属于重要考查部分。因此，《中

国通史》与高中历史教学将结合不仅符合如今教科书编

排的时间体系，而且对于高考也有很高的契合度。

2.3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历史素养的重要体现，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好的培养学生

的历史素养。历史纪录片运用于高中历史课堂，可以创

设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

例如，在“晚清列强入侵”和“清政府应对措施”这一

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中国通史》中第九十五

集至第九十九集的这几个章节的片段，使学生观看影片

的同时，体会到当时列强的侵略恶行、清政府的无能以

及中国人民自发的英勇反抗。通过播放这段历史纪录片

片段，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从而达到升华主

题的作用。

3《中国通史》在中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应

对

将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运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

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历史情境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受到许多教师的喜爱。但如何正确地将《中国通史》

引入中学历史教学，避免出现因运用不当而造成的消极

后果，以下问题仍需要注意。

3.1 视频展示要言之有物

首先，在视频选取方面，视频内容不仅要与教学内

容相符合，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

生学习需要、教学目标等方面，不能一味追求课程资源

的丰富性，要对视频内容进行精心选取和细致整合，以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其次，在视频内容方面，视频内

容要有内涵，不能空泛且教师应就视频中学生的兴趣点

为导入进行知识的讲授。比如教师在讲授“军机处”的

相关知识时，选择《中国通史》第 92 集《军机处》的

片段，视频内容：“ 两百余年前，在紫禁城尚未苏醒，

乾清宫隆宗门北壁之下那座不算太高的屋子里，却是灯

火通明，官员们有的点着油灯奋笔疾书，有的在周围徘

徊，一派繁忙的景象，直到天色微明，官员们才停止书

写，去向皇上请安。尽管他们的官职不高，办公场所也

十分简陋，但他们却被看作是皇上的左膀右臂，甚至在

百姓心目中，他们就是大清的宰相。它的设置，是中国

封建君主制度的巅峰。历史上它被叫做军机处。”视频

播完之后，教师便根据教材内容对军机处进行讲述，而

不再提及视频内容。显然，这一段视频的导入对于学生

来说只是传达了一个接下来要讲授内容的信息，并没有

以视频为导入对学生所感兴趣的地方继续讲解，形式大

过内容，除了浪费课堂时间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最后，

教师要对视频进行精心挑选与设计，让视频服务于教学

内容，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一定不可以出现与课

堂无关的内容。

3.2 教师在课堂中要发挥主导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引导作用，

架起了学生与知识之间的桥梁。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是一种教师的“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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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相结合的活动。在活动中，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教师则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历史纪录片运用在高

中历史课堂中的运用，教师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

作用，引导和督促学生进行主动学习，仅仅将影视资料

当做辅助教学的工具，不过度依赖。如在课堂上播放《中

国通史》相关片段时，教师要从整体进行统筹，始终作

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否则，将《中国通史》运用到高

中历史课堂中就不能真正的辅助作用，反而浪费宝贵的

课堂时间。此外，教师在课堂中引入《中国通史》的相

关片段展开教学时，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在教学进程中

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适当的布置学习任务，以此对教学

活动进行调整。教师在课后中还应该做好总结，听取学

生的反馈和意见，及时的进行教学反思，提高教师个人

的教学素养，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4 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

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在不断改善着学校教学硬

件设施，网络技术与学校的教育变得越来越紧密。影视

资料尤其是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以其真实性、学术性及

趣味性等特点，被当做一种特殊的教育资源运用到高中

历史教学中。以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国通史》为例，本

文对纪录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分析。《中国

通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特殊的教学价值，不仅符

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而且对于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强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提高教学质量都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如果将高中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比作是

“攀登”的过程，那么将历史纪录片引入教学可以为学

生的“攀登”提供一面“梯子”，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历史知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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