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历史复习课不是简单地再现知识，而

是以教学主旨为统摄，将相关史实进行有意义

的构建过程，目的是增强课程教学的逻辑性与

教学深度，为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提供空

间。笔者结合执教的 2023年福建省高中历史

教师培训省级公开课“群像视角下辽宋夏金元

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尝试实践高三一轮复习

教学中基于教学主旨的路径，以期推进教考有

效衔接。

一、基于群像视角，统合两宋经济发展

对于辽宋夏金元时期经济与社会，《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的要

求是：“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等方面的新变化。”①但从高三复习有效性的思

考角度看，选择性必修教材对应的是学业质量

水平 4，体现了对高层次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

求。那么，从经济与社会生活角度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的选择性必修 2及其相关要求，亦需要教

师融进来综合考虑。

劳作与经济活动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人类为改善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中

学这节课还应引导学生“理解劳动人民对历史

的推动作用，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人类社会

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②如此，以变化的

视野引入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去找寻“新”的同

时，便应从中华文明的多元共融视角去观察丰

富而鲜活的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普通民众，如何

推动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普通民众，无外乎农

人、匠人、商人，等等，他们平凡碌碌，但却为宋

元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以及大城市的

空前繁荣，甚至文化进步做出了贡献。因此，笔

者特从整体“历史群像”视角出发，以“碌碌有

为”的宋代人民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创

造的经济成就，探寻不同经济侧面的内在勾连，

进而进行知识的迁移和重构，厘清知识之间的

结构关系与基本逻辑。

①《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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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三一轮复习课应以教学主旨为统摄，创设可体验、可感知的有效情境，进行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增

强课程教学的逻辑性，推进教考有效衔接，实现高三课堂教学的守正创新。本文以统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

（上）》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一课为例，通过微观视角解读辽宋夏金元时期并立政权下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

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互动与交融，在改朝迭代的历史脉络中展开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新变化的深度探究，培养学

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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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践

材料1：唐宋部分年份户数统计表。

表1 唐宋部分年份户数统计表①

唐 朝
年 代

唐贞观十三年（639）
唐开元二十年（732）
唐天宝十三年（754）
唐乾元三年（760）
唐会昌五年（845）

户数（户）
3041871
7861236
9187548
1933174
4955151

北 宋
年 代

宋开宝九年(976）
宋天禧五年（1021）
宋庆历八年（1048）
宋熙宁八年（1075）
宋大观三年（1109）

户数（户）
3090504
8677677
10723695
15684529
20882258

设问：

1.1.阅读表 1，观察唐代自贞观以后的户数

变化趋势，说明促使其变化的可能的原因。

1.2.观察宋代自建国初的户数变化趋势，说

明促使其变化的可能的原因。

1.3.从表格看，唐宋的人口高峰处于各自的

哪一时期？为什么？

1.4.能否以现有信息，对唐宋户数做一对比？

1.5.如以汉唐史料所载户口比例，即每户 5

口左右推算，北宋末年的实际人口数应当超过1

亿。思考支撑宋朝庞大人口总数的主要因素是

什么？

设计意图：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人口是

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人口数量变动与劳动

力供给密切相关，直接影响了古代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生产和增殖又离不开农牧业的发展，其

规模必然与农牧业所能提供的食物数量相适

应。②两宋人口的急剧增长与这一时期经济发

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因此，笔者认

为若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的

直观变化是有效的切入点与情境。马尔萨斯关

于人口的理论指出，物的供给（生活资料的供

给）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前者的存量水平及其变

化幅度对后者构成了一种硬约束，严格地制约

着后者的实际数量及其变动。③基于此，笔者以

设问引导学生关注人口的突发性上升或下降，

并探究其原因，旨在对应重要历史节点，如因安

史之乱带来的政局动荡引发人口断崖式下降，

调动学生运用所学解决问题，将五代十国时期

国家分裂、政权更迭、“澶渊之盟”等事件进行勾

连，分析社会长期相对和平稳定，对人口快速增

长的影响。从而厘清历史叙述背后的逻辑推理。

材料2：

图1 宋朝经济分布示意图④

材料3：唐宋农业的发展十分突出。学者估

算，唐朝的耕地面积最多约合今亩是 5 亿至 6.5

亿。政府重视水利，设有工部水部司、都水监等

机构掌其事，既注意维护、利用旧有水利事业，

又因地制宜新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利工程。……

唐朝粮食的基本亩产量约在一石左右（合今每

亩 51.5 千克），高者二石。宋朝多在一石以上，

长江流域达到二至三石，甚至有高至六七石者。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⑤

材料 4：靖虏渠，元昊废渠也，旧名李王渠。

南北长三百余里。

——明嘉靖《宁夏新志》⑥

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二、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133、346~354页。

②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72页。

③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④《普通高中历史地图册·中外历史纲要（上）》，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21年，第45页，审图号：JS（2021）01-106号。

⑤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⑥胡汝砺：《宁夏新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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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

2.1.根据材料 2，概括两宋农业种植出现的

新现象，并尝试说明其原因。

2.2.观察并概述这一时期手工业的新发展，

分析其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2.3.从两宋经济南北区域分布的角度观察，

材料 2 与材料 3 能共同印证什么历史信息？结

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4. 观察图 1 中位于中兴府的水利灌溉地

区，并结合材料 4，尝试说明为何在西夏政权统

治区会出现水利灌溉工程？

2.5.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宏观视域看，分析该

变化的历史影响。

设计意图：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

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是进行生

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①从中国古代经济

发展的纵向维度看，宋代社会经济在唐代基础

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了一个历

史高峰。透视两宋社会生产的成果，其内在动

力与两宋时期劳动人民的经历、策略与选择休

戚相关。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借助简明、特定的

地图信息，试图具象且有逻辑地表达历史事件

及其进程。同时结合问题设计提供一个更为广

阔的“观察”视角，引导学生理解两宋社会经济

发展所反映出来“物”的成果，其内在动力是

“人”相关要素的投入，如人口的迁移带来生产

技术的传播，生产工具的革新，新移民在垦耕技

术上的突破，手工业生产者在行业技术的优化

发展等，借以理解社会史视角中两宋时期劳动

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创造的技术价值，深

刻认识两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

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各自的发展同时也呈现出

有机联系、相互影响的特点，材料 2的运用和相

关问题设计意在勾连所学知识，将水稻种植北

扩、占城稻的引进等空间分布特征加以说明，并

且引导学生在史实关联中加以合理解释，认识

到农业为手工业提供基础保障，手工业同样为

农业提供助推力，进一步理解经济结构各产业

之间呈现出联动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厘清这一

时期经济发展的系列史实之间的关系与逻辑，

重构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同时，两宋经济格

局的转变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

征，亦是深入认识社会变化的关键所在。因此，

笔者结合材料 2、3，引导学生从两宋经济南北区

域分布的角度进行观察，水稻主要产区、棉花种

植区、造纸业、造船业、主要商业重镇的分布大

都倚重于南方。探究传统农耕社会经济重心的

南移首先是以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为

主要衡量标准。据此，依托人口变量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导学生调用所学知识完

成历史解释。自五代十国到辽宋夏金时期，中

原动荡，大量北方移民南下，南方地区人口的暴

增对农业产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也为

南方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支持和生产

技术传播的可能。这种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交织

推动了南方农业生产的新变化，南方地区整体

经济实力的提升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关键

因素。

辽宋夏金政权并立，人民群众在各种经济

活动中的往来弥合了民族间的裂痕，缩小了彼

此间的差异，促成民族间的交融与共存。因此，

笔者着重引导学生观察传统以畜牧业为主的中

兴府的水利灌溉工程。此工程位于宁夏平原的

腹地，表明宁夏地区在经济上逐渐推广农业生

产方式、生产技术。从材料 4嘉靖《宁夏新志》的

记载中可以得知，明朝曾奏请朝廷敕拨帑金在

西夏昊王废渠的基础上重新开凿一条新的引黄

灌溉渠道，并命名为靖虏渠。②这证实了在上述

历史时空下，形成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从对

立、对峙向互动、融合发展过渡。正是农耕文明

的内聚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联动交流中

共同推动中华文明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

由于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

①王岩：《〈资本论〉基本问题探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第84页。

②王飞：《西夏昊王渠考证》，《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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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若干个社会要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要素

的变化，进而导致整体的社会变迁。①只有作为

生产领域的农业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才能有

更多的产品进入各项贸易活动，加速了商品流

通的速度，加大了商品交易的体量，从而推动商

业的发展。而商业高度繁荣发展增加了货币的

需求量，从而对传统货币体系产生冲击。面对

货币体系的困局，两宋商人群体做出如何反应，

还需要进一步的剖析。

材料 5：中国古代著名章回体小说《水浒传》

中发现许多细节描写中提及“钱银之事”，如武

松、鲁智深等好汉酒足饭饱后，总是潇洒地扔出

一块碎银，扬长而去；宋江初见李逵时就慷慨赠

予纹银十两；鲁达和史进接济金老汉时送了他

十五两银子。

——整理自施耐庵：《水浒传》②

材料6：

表2 唐宋部分年份铜钱铸造量统计表③

时 间

唐天宝年间（742—756）

北宋至道二年（996）

北宋治平三年（1066）

北宋宣和二年（1120）

铸币量

约32万贯（平均）

80万贯

170万贯

约300万贯

材料 7：《宋史·食货志》引述当时人张方平

之言氏“比年公私上下，并告乏钱，百货不通，人

情窘迫，谓之钱荒”。终宋之世，都是钱荒之声

时闻。……从财政的角度看，现钱征收的过量，

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就是货币回笼的过量——

宋人谓之“敛”，只不过是行政性回笼而非经济

性回笼而已。这无疑会大量减少社会流通领域

的货币存量。

——摘编自袁一堂：《北宋钱荒：从财政到

物价的考察》④

材料 8：宋代，四川因其地理环境特殊的缘

故，被划为铁钱地区。当地的手工业和农业所

出产的商品，占有广阔市场。商品的交换、集

散、运输都相应需要商人投入大量货币进行流

通，然而当时流通的都是铁钱，同值铁钱的数量

和重量都十倍于铜钱，从而对商业资本的运动

就增加了十倍困难。笨重的铁钱使四川货币流

通出现突出的激化，但是商品经济与商品发展，

是不能逼止的。矛盾必须解决，四川商人就在

唐朝商人发明的飞钱基础上，创造使用交子。

——摘编自鲁尧贤：《试论两宋货币经济发

展的历史地位》⑤

设问：

3.1.有人据《水浒传》的叙述得出“北宋主要

流通货币是白银”的结论。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该判断合理吗？

3.2.结合上述判断，该篇小说在论证古代货

币史时是否具备证实功能？

3.3.根据表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宋铸币

量不断增长可能存在的原因。

3.4.结合材料 7、8，面对铜钱铸币量的不断

增加，两宋依然经常发生钱荒现象，结合所学知

识，尝试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3.5.结合材料 8，分析四川地区最早出现交

子的原因。

3.6.有学者认为，两宋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

社会史，请综合以上材料加以说明。

设计意图：从教考衔接的角度来看，面对以

微观变化呈现问题情境时，学生往往无法很好

关联教材，迁移时代特征并对相关知识进行深

度思考，形成客观、全面、有序的历史解释。因

此，在复习两宋货币体系面临的冲击与商人的

创新反应时，笔者设置认知冲突，试图建立已有

认知结构和学习情境之间的矛盾，注重在解决

问题中推进“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核心素养

的落地，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关键能力。以材

料 5文学作品《水浒传》的部分钱银描写场景作

为情境，展开对“两宋主要流通货币”的问题讨

①董建波：《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3页。

②施耐庵：《水浒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0、202、342页等。

③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47页。

④袁一堂：《北宋钱荒：从财政到物价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⑤鲁尧贤：《试论两宋货币经济发展的历史地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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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学生提供对文艺作品的史料价值思考的

路径。小说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

理解小说作为文艺史料的表现形式之一，用于

实证时代缩影，抽象出一般的社会特征时，要加

以区别作品刻画的时代和作者所处时代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

立足于深度分析教材，建构教学主题，实现

选必的价值融通，笔者将选择性必修 2“古代的

商业贸易”一课的相关内容加以整合融入，旨在

引导学生理解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依托材料 6、7的对比，意在反映商品经济和货币

经济发展互为因果的关系。然而在北宋前中期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政府铸币量不断增长的同

时，货币的投放量依然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

要，社会性的问题——“钱荒”成为长期困扰朝

廷的难题。对该问题的分析需有效调动学过的

知识点，回顾两宋时期互市贸易和海外贸易不

断发展的基本知识点，从市场流通的角度认识

铜钱外流，是“钱荒”现象形成的可能性之一。

但仅此还不足以形成全面、深入的认识，材料 7
意在展示多维视域，建构对历史问题理解的立

体思维，涵养历史解释核心素养。从政府政策

层面看，北宋建国之初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

制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相关措施的实施与推广，

拓宽了国家层面使用货币的深度与广度。在国

家财政连续性地回多投少，或者一旦再度回到市

场的渠道发生梗阻，钱荒的可能性随之而来。

从分析两宋“钱荒”的局面以及在困局中如

何破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问题设计，为学生创

设了整体思维场域以培养高阶思维。材料 8聚
焦四川地区商人积极顺时而为、顺势而为进行

货币体系的创新改革，驱动学生开展理性思维

与价值判断的进阶学习。基于以上设计思路，

引导学生思考解决“钱荒”现象的途径：一是大

量推广贵金属，二是引入信用货币。在新航路

开辟前，中国尚缺乏白银等贵金属流通的必备

条件，信用货币的创造性运用成为北宋商人的

务实选择。“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

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十一月）

戊午，诏从其请（请官为置务），始置益州交子

务。”①在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四川铁钱专区

困局的冲突下，北宋商人在积极借鉴传统“飞

钱”的基础上，利用信用网络，并借助印刷技术

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币制的重大变革。

设问在社会史发展的思路下定格群像视

角，笔者意在引导学生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注重

两宋经济发展中民众生活、生产的突出作用，阐

释两宋“农人”生活、“匠人”生产、“商人”贸易所

创造的丰富的经济生活，成为两宋时期政治制

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变化的根本动力，进而将

两宋社会经济总量置于历史长时段视野下观

察，理解部分学者提出将宋代作为“近世开端”

之说的缘由。

材料9：以本课主旨“碌碌有为的宋人”作为

书名，拟定本书目录，如下：

图2

材料10：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说道：

“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

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

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

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

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

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摘编自吴钩：《生活在宋朝》②

设问：

4.1. 你是否同意《碌碌有为的宋人》的拟定

目录？请说明理由。

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01《仁宗·天圣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19页。

②吴钩：《生活在宋朝》，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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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结合宋代相关史实，为《宋：站在近代的

拂晓时辰》一书编写目录。（要求：至少编写三个

章节，每章需有节，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设计意图：《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指出，

考试与教学都统一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下，但遵循的规律、呈现的方式和实施的路径都

存在较大差异，①有效路径之一是寻找教材内容

与典型试题之间的契合点并进行有机融合。鉴

于 2023年福建高考历史试卷的开放性试题以撰

写书目的方式来作为阐述类论述题的考察方

式，因此本课教学设计上将基于教学立意下的

两宋社会经济进行知识回顾，形成《碌碌有为的

宋人》书目结构，引导学生尝试进行归纳书目类

论述题的解题思路。为了培养学生形成独立的

思维体系，提高举一反三的能力，笔者以史学界

的部分观点作为命题思路，提供孙隆基教授对

“近代化”的研究分析作为目录编写的思路，在

解题过程中落实示范、模仿、迁移的学史方法，

以期在高考试题的导向作用下，通过教师对高

考试题的探索先行，增强学生“以考促学，以学

促考”的意识，形成“教—考—学”的良性互动，

进而透过高考更好地了解教材。

三、教学余论

（一）加强教学主旨统摄，构建叙史逻辑，实

现价值引领

一轮复习课中教师基本达成了对知识结构

化、史实体系化的共识，因此，用教学主旨统领

的方式，形成知识的有序铺展，梳理知识与知识

之间的逻辑变化，呈现主旨教学下历史解释的

有序表达，并且在主旨脉络下实现情感共鸣，价

值引领。中国古代先贤倡导无为，然而有为君

王于乱世中造成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三百余

年的两宋历史中，正是时代镜像下人民的劳作勤

勉，碌碌有为，形成了众多史学家眼中两宋时期

这一特殊的存在。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历

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

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

大变，唐末五代结束了中世，宋开创了近代。晚

清末年至今又为一大变，这一大变的历史意义，

无疑是结束了近代，而开创了中国以后之新生。

我们若要明白近代的中国，先须明白宋。”②

（二）重视思辨情境的创设，设置认知冲突，

引领学生参与感悟

历史学科素养的培养是以新情境下的问

题解决为核心，本课设置具有认知冲突的教学

设计，激发学生参与深度思考，拓宽思考的宽

度与广度。从辽宋夏金诸政权的互动，以立体

多元的历史情境，设计相关问题，从农耕文明的

扩展、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互市贸易的交流中，

理解多民族发展过程中，内聚性交流始终贯穿

于历史发展主线，其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为元明清统一多民

族国家走向进一步成熟奠定了经济、文化、社

会和民族基础。

（三）紧跟高考改革步伐，关注过程性评价，

培养学科核心素养

基于课堂教学与考试要求的有效衔接，从

关键试题题型出发，选择典型课例展开教学，在

夯实史实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大概念下的知识

结构体系，进而将高考试题的仿、创有机融合，

加强高考在日常教学中的导向性作用。同时，

在课堂教学中始终关注过程性评价，以学生的

反馈作为适时调整课堂节奏和课堂策略的风向

标，对学生的质疑、困惑给予及时的说明，提升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增强高三一轮复习的方

向性。

【作者简介】倪雅琴，中学高级教师，福建省福清

第一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①《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②钱穆：《宋代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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