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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设计与展示 1

作者简介：曹怡雯（1996—），女，汉族，江苏昆山人，

中学历史教师，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单位：昆山市正仪

中学，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二、设计意图与理念

“故事”在这里指过去的事，亦可称之为历史。苏州

“故事”即苏州历史或苏州地方史。苏州历史悠久，文

化内涵丰富。这样丰富的历史文化需要每一个苏州人自

觉传承与保护，而保护首先从了解开始。因此，我设计

了这一课外实践作业，帮助学生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苏

品苏州“故事”，育家国情怀
——《辛亥革命》课外实践作业设计

曹怡雯

昆山市正仪中学　江苏昆山　2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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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业是巩固与检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与能力培养情况的重要手段，就历史学科而言，核心素养要求着重培

养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所形成的学科能力、价值观念与个人品格。因此，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作业设计，核心素养的

体现都必不可少。此外，“双减”政策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在不断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的同时，减轻学生的作业

负担。基于此，笔者尝试立足苏州地方史，围绕八年级上《辛亥革命》一课，设计一份旨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素养

的课外实践作业。

关键词：苏州地方史；家国情怀；作业设计；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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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历史，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

（一）拓展苏州“故事”，丰富历史内涵

就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而言，革命前夕朱梁任、

包天笑等人攀登苏州狮子山，在山上摇旗呐喊，唤醒沉

睡国魂。在同盟会的影响之下，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在

苏州成立南社，“操南音，不忘本”，进行反清革命。武

昌起义爆发后，苏州又走上了与武昌起义截然不同的革

命模式——和平光复，在苏州光复的过程中，还涌现出

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雁过留声，人过留痕，内涵丰富的地方史给苏州留

下了大量名人故居、遗址遗迹、历史档案、历史人物故

事等，这就为教师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我选取了“狮子山上

振国魂”、“张公祠中谋革命”、“巡抚揭竿复苏州”三个

各具特色的主题，向学生展现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

随着历史步入近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史料的形

式丰富多彩，而老照片作为史料的一种，能更生动、形

象且直观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对于初中生而言，其思维

过程中的具体形象成分仍起主要作用，在进行抽象逻辑

思维之时，仍需具体的、直观的、形象的感性经验支持。

因此，我运用老照片作为每一主题的主要史料，辅以简

短的文字材料作为补充，启发学生思考的同时，不对学

生的思维有过多的限制。

在三个历史主题的选择上也力求做到各具特色。“狮

子山上振国魂”展现的是革命党人早期救亡图存，在狮

子山上大声疾呼，企图唤醒沉睡之中国的场景，展现了

中国有识之士拳拳爱国之心。“张公祠中谋革命”展现的

是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受到同盟会鼓舞，在苏州张公祠

成立南社，张公祠中供奉明朝大员张国维，清军入关后，

张国维宁死不降，以身殉国，南社首次雅集即选在此地，

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而“巡抚揭竿复苏州”则反映了武昌起义后苏州光

复的情景。不同于武昌起义的暴力革命，苏州乃至江苏

的独立以一种更为戏剧性的方式呈现。时任江苏巡抚的

程德全用竹竿挑去巡抚衙门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

须破坏”，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历

史学家王树槐先生对苏州的“和平光复”模式予以肯定，

他谈到：“上海与苏州的光复，对于整个局势，自有其重

大的影响……苏州的光复代表江苏省的光复，南京方面

虽然仍做顽强的抵抗，但已经陷于孤立……上海的光复，

如果没有江苏广大腹地支援，形势亦甚危险，而江苏之

光复，不仅消除其危险，更加增强其重要性。”[1] 苏州的

“和平光复”展现了不同于武装起义的革命发展新模式，

同时对上海、江苏的独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对于光复苏州巡抚程德全其人，学界历来争论颇

多。早期研究大多认为其光复苏州之举属投机行为，后

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对程德全的

评价也更为全面。这里，将程德全置于材料之中，一来

是由于程为苏州光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人物，二来

也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认识，引发学生关于如何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

（二）探寻苏州“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教师在注重学生学

习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对学生关键能力的

培养，力求在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落实核心素养。

而适当地转变学习方式是培养学生关键能力的重要方法

之一。2011 年最新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中就提出了“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教学建议。适当

的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更加深入、具体地了解家

乡历史的同时也加深学生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可谓一举

两得。

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

地探访是任何其他的历史学习方法都无可取代的。由此，

我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有选择地

参观中国南社纪念馆，走进与“狮子山上振国魂”、“巡

抚揭竿复苏州”两个主题相关的历史遗迹、遗址，实地

探访，亲自调查，亲自参与到与苏州辛亥革命时期相关

的厚重的历史记忆之中。

在探寻苏州“故事”的环节设置上，我充分考虑初

中生的认知思维，请学生探访与三个主题相关的历史遗

迹、遗址、博物馆，并拍摄一张自己感兴趣的遗址、遗

迹或文物的照片或手绘简笔画。如此，从小处着手，引

导学生将关注点聚焦于一处遗址、一个遗迹、一件文物，

学生在绘制简笔画或拍摄照片的过程中也在无形中加深

自己对所看到的这一遗址、遗迹、文物认识。

从小处着眼虽符合学生的认知习惯，但也容易陷入

过分聚焦于某一遗址、遗迹、文物而“一叶障目，不见

森林”的误区。新课标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了解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联系。如历史发展的古今联系，

不同史事的因果联系，不同领域的横向联系，中国与世

界的联系等。”[2] 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对具体的历史知识

了然于胸，还要建立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甚至是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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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

以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为例，学生应透过“狮子山

上振国魂”这一主题，了解到辛亥革命时期，苏州的革

命志士对国家命运去往何处的深切忧虑，对唤醒沉睡的

中国的强烈渴望。而登上狮子山招唤国魂的这十余位革

命志士，正是辛亥革命前期中国众多革命志士的缩影。

在探究“张公祠中谋革命”这一主题时，学生应

敏锐捕捉到主题中所隐藏着的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思

考“张公何许人也？”由此，自然而然地了解到：张公

即张国维，明末巡抚，清军入关后，宁死不降，以身殉

国，张公祠即为纪念张国维所设。通过两代历史人物的

纵向对比，学生很容易发现南社其名取“操南音，不忘

本”之义与张国维以身殉国，拒不降清之间共同的历史

内涵——反抗满清统治。结合课本知识，这一内涵与同

盟会革命纲领中的“驱除鞑虏”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

主义”相契合。

而在探究“巡抚揭竿复苏州”这一主题时，学生在

充分了解程德全其人与其光复苏州的故事后，很容易发

现程德全其人的身份是满清大员，显然与前两个主题中

的革命志士不同。结合课本知识，学生即可发现程德全

并非如孙中山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身份与窃取革

命果实的袁世凯更为相似。在同盟会成员的积极策反下，

江苏巡抚程德全摇身一变，成为一省都督，资产阶级力

量的薄弱及其软弱性、妥协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程德全与张謇等立宪派过往甚密，由此引发

学生思考：程德全真正的政治主张是什么？进而展开对

程德全其人的客观评价。此外，学生也能从老师给出的

材料中发现，苏州光复走的是与武汉三镇通过暴力革命

实现独立完全不同的和平光复模式，并进一步探索辛亥

革命时期有哪些地方是通过和平光复实现独立的？苏州

的和平光复又对辛亥革命有何影响？

纵观三个主题，学生看到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

志士仁人奔走呼号，革命党人结社反清，满清巡抚揭竿

光复。透过苏州辛亥革命时期的缩影，全国辛亥革命时

期政局动荡、社会阶级鱼龙混杂的景况跃然眼前。

课外实践活动的设置让历史生动起来，探寻苏州

“故事”拉近了学生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在探寻苏州

“故事”的过程中，学生充分进行小组合作交流，提出

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得以培养，逐步养成探究学习的

习惯。历史也一改传统课堂之上的枯燥与呆板，变得充

满活力。

（三）阐述苏州“故事”，提升历史能力

历史本身就是“故事”，这一说法既强调了历史是过

去的事情，又体现了历史以不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为基础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存在都使得历史的故事性

格外突出。如果说探寻苏州“故事”培养的是学生探索、

发现历史的能力，那么阐述苏州“故事”则能够更好地

帮助学生将所见所闻进一步内化并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进

行表达。

加德纳在其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中强调，智力是

“在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中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解决问

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3] 智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具体到每个学生而言，其智能特点各不相同，每个学生

都有一种或数种优势智能，这就要求教师在作业布置时

选取适当的作业形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某方面的人

才，都有机会获得某方面的专长。

在阐述苏州“故事”的环节，我设置三种不同的

“故事”阐述形式，以适应学生不同的智能特点。“狮子

山上振国魂”这一主题以历史剧的形式展现。其一是该

部分内容可获得的史料相对较少，而历史剧恰好能弥补

这一短板，以想象的方式把模糊的、碎片的历史变得具

体且清晰；历史剧的编写与表演，将革命志士登山鸣枪、

唤醒国魂的场景再次展现在大家面前，学生的爱国共鸣

由此引发。学生表演历史剧，再现革命志士登高疾呼

“魂兮归来”的场景，身体——运动智能得以培养；再现

高唱《唤国魂歌》的场景则培养了学生的音乐智能。

“张公祠中谋革命”这一故事的呈现为绘制手抄报。

这一主题可获取的历史信息十分庞杂，仅在中国南社纪

念馆中，就有无数的文物可供参观、研究。因此，本组

学生面临的最大课题恰恰与第一组相反——努力寻求化

繁为简。而绘制手抄报这一形式恰好能够引导学生思考

如何在繁杂的历史信息中提取自己最感兴趣的、与历史

主题关联最为密切的内容，并思考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将

这些图片、文字汇集于一张手抄报上。手抄报的绘制对

于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空间智能有重要意义，而手抄报的

呈现与介绍则促进了学生言语智能的发展。

“巡抚揭竿复苏州”以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呈现。辛

亥革命苏州光复的故事本身极具戏剧张力，想要将其生

动地呈现并不困难。与“狮子山上振国魂”不同，苏州

光复与揭竿挑瓦的程德全背后所蕴含的内涵更为深刻。

苏州光复确实采取了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截然不同的道

路，但在全国范围来看，苏州并不是第一个光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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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之前，上海就已经实现和平光复，在这样的背景

下苏州光复是否有意义，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这是学生

可以思考的问题。另外，对程德全其人的客观评价也是

学生应该突破的问题。考虑到这些，我选取讲历史故事

的形式呈现这一主题，既保证了故事的趣味性，又让讲

故事的学生有机会深入发掘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在撰

写历史故事、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学生的言语智能

与逻辑智能得以发展。

（四）续写苏州“故事”，培养家国情怀

作业也好，课外实践活动也罢，最终都应落实到

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本次课外实践作业中，我着重培养

的是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苏霍姆林斯基说：“学生爱

祖国的感情，是从爱家庭，爱学校，爱故乡，爱集体农

庄，爱工厂，爱祖国语言开始的。”[4] 实地探访遗迹遗

址，让学生逐渐爱上家乡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一砖

一石，而历史故事的了解与阐述给这份热爱增添了几分

历史的厚重，这些都有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

通过三个主题的探究，学生从最初的疑惑“辛亥革

命与苏州有什么关系”，变为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苏州

涌现出了大量的有识之士，他们心系中华，在国家危亡

的时刻大声疾呼，他们勇于担当时代使命，扛起救亡图

存的大旗，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无疑是全国的缩影。

振奋人心的苏州“故事”终将远去，拳拳爱国之心

却始终赤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青年学子从苏州“故

事”中汲取爱国情怀，从续写苏州“故事”开始，续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

三、作业跟进与评改

（一）制定计划，强化合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作业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详

细且周密的计划。由于本次作业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

因此我制定了小组合作记录表，学生自主填写小组合作

记录表，加强小组合作的同时，也为小组作业的实施制

订切实可行的计划。

（二）科学评价，取长补短

作业评价于学生而言是发现作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并

看到作业中的闪光点，互相取长补短，整理回顾的过程。

于教师而言是检验教学成果、完善教学方法的重要手段。

作业评价是作业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新课标强调“作业评价要紧扣课堂学习的内容和目

标，在注重理解和应用的基础上，加强综合性、探究性

和创新性，体现层次性。”“评价时，教师应和学生一起

设计可行的量规，注意考察学生在完成历史作业的过程

中心理感受和收获，对学生的作业进行公正、合理的评

价。”[5] 因此，我结合学生的实践感受，制定了《课外实

践作业小组合作评价量表》。

在评价方式上，我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权威的评价

模式，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自评、互评、师评相结

合，力求做到公平公正。此外，我还设置了修改建议一

栏，让各组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互相帮助中

共同成长。教师也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议，帮助学生不断

完善与改进。

作业与评价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作业的终结，学生可

以结合作业评价与修改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作品，在

修改与完善中品味苏州“故事”，培养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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