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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的全面发展、信息的快速更新，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前提、大背景。
目前，基础教育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教育部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实施。
应该说，面对新课程标准，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感到压力最大的还是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
师。
他们不仅面临着如何更新观念、改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还要面对社会、学生有关教改和课程教学的评价问题。
因此，广大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理解新课程标准，迫切需要更新观念、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方法。
为此，我们编写了关于新课程标准的解读，以便对一线教师有所帮助。
本解读是针对《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1）解读》而编写的。
　　本解读共五篇十六章。
为了教师们使用方便，我们将主要笔墨放到了第三篇。
即对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其它各篇都对标准有相应的解说。
　　第一篇第一章着重解说“社会课”的实施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即通过分析社会课在不同国家和不
同地区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其设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第一篇第二章着重说明《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1）解读》的性质和理念。
　　第二篇分析《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1）解读》的目标。
分为总目标与分类目标两章。
　　第三篇是本解读的主体部分，依据课程标准的六项内容分设六章，每一章又分设若干节，每一章
节都与课程标准一一对应。
　　第四篇是对实施建议的解说。
主要是针对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而设计，包括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实施建议，如何进行评价及
具体操作方法的建议，以及课程资源如何开发利用、教材如何编写等建议。
目的是帮助老师们明确课程标准实施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更好地把握标准与教材的关系。
　　第五篇第十五章不是对课程标准本身的解说，而是针对课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
略进行的分析。
　　解读的最后一章是对课程改革的前景和趋势的大致预测。
目的是帮助教师们进一步理解课程改革的大趋势，希望大家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教改这一利在当代、功
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改革必然会引出某些新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出现某些“乱子”。
对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但改革必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我们愿意同所有从事和关心基础教育的同志们一起，放下包袱，转变观念，研究新情况，学习新知识
，解决新问题，同心协力，为完成这次课程改革的预定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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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社会课程研制的背景及基本思路第一章　社会课程研制的背景第一节　国外“社会课”
的现状及改革趋势第二节　我国“社会课”的历史及现状第三节　“社会课”的心理学研究第二章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性质和理念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性质第二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设计理念第三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编制思路第
二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目标设计第三章　总目标第四章　分类目标第一节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第二节　技能、能力目标第三节　知识目标第三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
》的主要内容第五章　我们在社会中成长第一节　认识自我第二节　家庭生活第三节　学校生活第四
节　社区（或家乡）生活第五节　大众传媒的影响第六章　我们身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第一节　经
济生活第二节　政治生活第三节　文化生活第七章　我们生活的区域与环境第一节　人口、资源与环
境第二节　区域发展第三节　文化生活第八章　中国历史与文化第一节　古史演进第二节　古代文明
第三节　近代探索第四节　现代巨变第九章　世界历史与文化第一节　古代文明第二节　近代变迁第
三节　20世纪的世界第四节　机遇与挑战第十章　社会探究技能与方法第一节　材料研习和运用第二
节　体验与思考第三节　合作和交流第四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实施建议第十一章　
教学建议第十二章　评价建议⋯⋯第五篇　问题讨论及其展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

章节摘录

　　现实社会生活是本课程标准设计的基点。
本课程标准不是从学科体系出发，也不刻意构造新的体系，而是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在原有学
科基础上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整合。
教学内容不是按照学科体系的逻辑加以展开，而是在学科知识和方法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整合。
在西方国家，社会课被称为social Studies，这个词是复数不是单数，也就是说，社会课的目的是探究社
会，而不是一个社会课体系。
历史、地理、公民、法律的学习内容都属于社会探究。
从各国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出发，目前，综合文科课程宜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进行跨学
科的整合，而不是在原有的学科之外再增加一门新的学科。
因此，本课程标准并不是不要学科的概念、知识和方法。
而是运用这些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
本课程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这种互动中学
生才能理解和掌握知识，并运用已有的知识，发现和建构新知识。
　　尊重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强调探究性学习是本课程标准设计的基本原则。
本课程强调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提倡体验、探究、参与、合作、讨论、调
查、社会实践等多种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
课程编排贴近学习主体，强调体验和探究过程，尽量从学生身边的生活和社会现象出发切入主题，充
分考虑初中阶段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获得的过程性。
内容标准的许多要求是开放的和过程性的，活动建议不是硬性规定，而是为教学活动特别是学生的主
动探究提供启示。
　　二、内容设置的构想.在内容标准中，由《历史与社会》统领着两大探究学习领域--“对现实社会
生活的探究”和“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探究”。
在两大研究探究领域下又分别设置五大学习主题。
其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探究”分设三个学习主题：我们在社会中成长；我们身边的经济、政治和
文化；我们生活的区域与环境。
“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探究”由“中国历史与文化”和“世界历史与文化”两个学习主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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