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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作者先谈谈自己对“问教”的理解。
翻开书，共24个子目，依次是分封制、宗法制、皇帝与皇权、君权与相权之争、郡县与行省制度、古
代选官制度、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重农抑商”政策、王阳明心学、近代中
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抗日
战争、外交关系的突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时期的理论探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经济改革、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显然，这不是完全囿于教科书体系所做的编目。
从编者给的“副题”看，本书是“集体备课纪要”。
既然是备课，就不能不依据上课的实情，因此“备”的内容一定与“课”的内容相符。
基于此，作者们还看到了另一点，《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团队的集体备课纪要》中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
复制教科书（即“课”的内容）内容。
它采用“专题”体例，但在阐释“专题”的方式和角度又有所创新：其方式举重若轻，由对话达成良
工琢磨的效果；其角度是立足于教学，集中团队智慧以实现砾石成金的追求。
对于读者而言，本书所立“专题”，既可以深化对教科书乃至《历史课程标准》相关内容的理解，也
可以通过“备课团队”提供的知识现角提升自己的知识辨识能力。
　　“问教”还让作者看到了另一种教研状态。
它不同于一般的教研常态，虽也由教研员（或是专家）主导，但教师不再是一般的听客。
“问教”中，教研员的身份尤其是态度着实有所变化。
“问教”的主体是教师，着眼点是解决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教研员融人其中既做“良工”也为“良师”一一而不是游离于教师教学之外的“门外专家”；通过“
问教”的形式，实效性地解决教学问题一一既包括教师的教学问题，也包活自己从教师们那里获得教
学经验。
所以，在作者看来，应该把“问教”转变为一种常态的教研方式，《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团队的集体备
课纪要》于此有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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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封制　　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儿童识字读本《三字经》中写道：“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
最长久。
”西周为什么能够维持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呢？
人们认为西周有两项制度设计对于王朝的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就是分封制和宗法制。
　　陈伟国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凌厉的北风在微子墓前盘旋。
这座深埋草叶间的微子墓我已不止一次前来凭吊了。
微子启，这位远离故土、栉风沐雨、餐风饮露、披荆斩棘开发苏北鲁南的宋国国君，静静地躺在碧波
荡漾的微山湖畔。
春去春又回，花开花又落，封国早已不存，斯人已回归大地，只有微子的故事还在流传。
微子墓是离徐州最近的一处关于商周历史的遗迹，也是我们进行历史教学的重要资源。
　　分封制是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历史首先接触的内容。
由于初中学习过，大部分学生对分封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仅是一些知识点的模糊记忆，尚不能从
制度建设的层面去深化理解。
曾遇到一位学生问：分封制，也称为封建制，而初中老师讲西周时是奴隶社会，怎么西周时的分封制
又叫封建制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说明我们的学生动脑子啦。
其实这里所说的封建制与我们后来的封建社会是不同的。
前者中的“封建”包含着“分邦建国”的内容，是汉语词汇中所固有的；而“封建社会”是舶来品。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技、文化陆续传人东方，接受这些思想的不仅有中国，日本也在其列。
西方学者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界定，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被日
本人所接受，并将feudalism对应为汉字“封建社会”，此后这个与中国汉语中“分邦建国”含义完全
不同的“封建社会”又被传人中国。
恰恰在封建社会阶段，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实行的是郡县制，而分封制即封建制则是前一个社会发展阶
段——奴隶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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