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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中 后 期 历 史 知 识 在 义 务 教 育 历 史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中规定，需要学生理解，到开元年间，唐朝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达到顶峰；此后，“安史之

乱”爆发，唐朝盛世局面结束 [1]。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

解相关知识，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杜甫。杜甫是

唐代著名诗人，其被后世盛赞为诗圣，其诗歌被誉为

“史诗”。宋祁、欧阳修修纂的《新唐书》记载可知，杜

甫经历了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与玄宗，肃宗时期的

“安史之乱”。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永泰元年夏，

武卒，甫无所依。”[2]，可知杜甫也经历了代宗的统治时

期。杜甫与房琯、高适、严武等人交好，在参加科举时

又经历了李林甫为相期间黑暗的朝政，后安史之乱爆发，

杜甫被叛军俘获至长安，看到了安史之乱下唐朝的衰败，

安史之乱结束后又经历了代宗时期藩镇之间相互兼并的

战乱，晚年漂泊。通过利用杜甫这一历史人物，也可以

更大程度地将课本中所要求地历史知识串联起来。1

一、杜甫生平做线，串联历史知识

唐朝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

个阶段，主要依据不同时期诗歌表现出的特色。杜甫大

致生活在公元 712 年 -770 年，经历了大唐盛世的繁华与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后晚年经历了代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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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唐朝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在学习盛唐至中唐的转

变时，不仅要知道“变”在何处，也要知道为何而变。

通过对教材进行梳理，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到这些转

变，教师可以借助杜甫的人生轨迹展开教学。

（一）精选杜甫生平事迹，深挖历史打造课堂

杜甫的一生可以用关键词“漂泊”描述。年幼时

“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3]。天宝初年，杜甫参加了

第一次科举，但进士未及第，后开始游历在齐、赵之间，

并结交了李白等一众好友，后到长安旅居十年，安史之

乱后“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2]。晚年大

多在船上度过，沿湘江漂泊，游历衡山，寄居耒阳。在

“开元盛世”教学通过杜甫青年时期在洛阳、齐、赵的

轨迹作为切入点将唐朝“开元盛世”的繁荣徐徐展开于

学生眼前。引用杜甫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

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二

首》），将唐朝经济繁荣的景象展现在学生眼中，引导学

生思考开元盛世发生在什么时期？为何在这一时期经济

如此繁荣？引出“开元盛世”形成的原因。接着可以通

过杜甫年轻时游历齐、赵时期所作之诗《望岳》与杜甫

晚年时期所作《秋兴八首其一》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思

考，为何年轻时期的杜甫会有如此雄心壮志？经济繁荣

对文化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其早期诗歌特点与中晚年

时期诗歌特点，使学生深刻感受盛唐之下文化的特点。

讲述杜甫参加科举的故事，学生联想唐朝科举。杜

甫开元十年参加科举却未及第，如此有才之人在科举考

试中却未能状元及第。后杜甫在天宝年间又参加了一次

科举，这一次是制举，仍未能实现其入仕的理想。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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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朝在经历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后，其政治、社会等发生巨大转变。对于这一时期，教师通

过罗列知识开展教学，颇为枯燥。历史人物既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还原具体历史场景的重要凭借。杜甫作为

中唐时期的代表人物，一生的经历与其创作的诗词集中展现了中唐历史的转变。通过人物轨迹串联知识，人物事件

与其代表性诗歌创设历史情境，多角度还原人物形象，从而生动形象地向初中生呈现这一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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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载时，因权相李林甫弄权而未通过，李林甫宣称

“野无遗贤”，意为民间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尽在朝中做官

了，天下再没什么能人可选了 [4]102-104。并展示相关材料

进行补充，《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记载：“文士多

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贴经为大厄”。在

讲解时，通过引用杜甫诗歌《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莫相疑行》、《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使

历史展示更加充分。通过这些材料，学生可以对唐朝时

期的科举制度进行归纳一二。

（二）生平轨迹串联历史，结合地图培育时空观念

为了更好地认识安史之乱，教师可以对比杜甫在安

史之乱地轨迹图，来展现诗人的流亡之路，如下图 1 所

示。结合地图，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标注其中。该方式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安史之乱的发展脉络，形成知识

地图，牢固记忆知识内容。同时在地图运用过程中，使

学生的时空观得到潜移默化地培养。此外，运用诗歌不

仅可以再现安史之乱的影响，也可以将诗人诗歌所表达

的感情更好地传达给学生，使学生感受到诗人深厚的爱

国情怀与乐观精神，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形成积极的

人生观，使历史教育的人文性得到深刻体现。

图1

在“安史之乱”中除了流亡经历外，杜甫的其他经

历也值得探讨使用。投奔肃宗后，杜甫得到了一官半职，

但这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杜甫也因此未得到重视。安

史之乱结束后杜甫听到消息激动不已作诗一首，《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

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

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

此时心情是激动的，长久的战乱终于结束。但殊不知安

史之乱结束后更大的战乱已悄然而至。“安史之乱”中，

吐蕃趁机对此侵扰中原地区，一度曾攻至中原地区。此

后，在唐朝剿灭“安史之乱”残余时，吐蕃发动进攻，

唐朝统治者为了抵御吐蕃，抽调兵力，因此错过了剿灭

的最佳时机，只能改剿为抚。吐蕃的进攻使得唐朝无力

彻底扫清安史降将，这一历史的转折也为唐朝的灭亡埋

下了伏笔。

二、诗歌故事做桥，搭建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构建有助于学生学习理解知识，历史故事

有助于情景搭建。以建构主义为指导的教学强调教师作为

教学的促进者，注重教学的情境性与学生的主体性，使学

生在学习中可以做到“神入”。所谓“神入”教学就是让

学生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去观察当时的世界，像他们那

样思考，从而把握他们的思想、情感、信仰、动机、意图

等 [5]。课前，教师要求学生搜集一些关于杜甫的资料，并

进行初步整理。教师要基于学生学情与所授内容，充分考

虑教学实际设置合适问题，创造历史教学情境。学生将自

己搜集的资料进行简单整理记录，在课上进行交流，此外

可将这一环节可以作为历史课堂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以此

来提升学生在搜集中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搜集能力。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适时提出疑问，如讲授完杜甫三

次科举经历后及时及追问为何杜甫在前两次科举均未及

第，如果你是杜甫是否还会再次进行考试？并请同学分

析原因，后及时做出归纳总结，杜甫继续参加的原因要

追寻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学而优则仕”

的深厚影响，以及杜甫的家世背景。而不继续参加的同

学则会联想到，在现在的背景下，何必把时光都浪费在

考试上，就算未能及第也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出路。

三、多角度还原杜甫形象，打造生动课堂

使用历史人物作为教学主线时，需要刻画生动的人

物形象，通过不同视角与不同感官的相互配合最终还原

历史，打造生动课堂。

（一）立足历史时空，还原杜甫形象

通过收集资料整理历史人物的重要生平事迹并用

简洁语言进行概括每一阶段的特点，学生对人物在宏

观上形成印象，后通过每一阶段中的重要事件中的故事

沟通每一阶段，将孤立的时间“点”连接成时间发展演

进的线，引入其他人物，还原历史面貌的“面”。“点”、

“线”、“面”相互结合，即实现了人物的生动还原，又

清晰地向学生展示了历史时空下社会状况。在对杜甫进

行人物生平还原时，通过阅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及

《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资料，人物一生大致可以划

分为四个阶段，并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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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年少闻名，盛世大唐

青年时代——裘马清狂，危机悄然

中年时代——大厦将倾，安史战乱

晚年时代——病痛缠身，内忧外乱

如在少年时期可以选取杜甫在 724 年在前辈援引之

下得以时常进出显贵之家并有机会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

这歌声沁人心脾以至晚年时仍无法忘记。童年时期的杜

甫还在郾城见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五十年后时仍

然记忆犹新。通过第一视角讲述杜甫少年时期的所见所

闻，使学生身临其境，随着诗人一起看到了盛世大唐的

繁华。中年时期不仅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同时也是

唐王朝的重要转折点。中年时期，杜甫参加了人生中的

第二次科举，但这一次仍未能如愿“入仕”。唐玄宗沉迷

道教，与杨贵妃寻欢作乐，将朝政交给李林甫。权臣李

林甫口蜜腹剑，心胸狭窄，打压有才之人，制造冤狱。

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

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 [6]。通过背景讲述，

还原“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王朝的社会背景，从杜甫

未能及第的原因入手，以小人物的视角分析社会的大背

景，体现人物命运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交织，使“安

史之乱”的爆发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动态的演变。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听到肃宗即位的消息连忙从

凤翔前往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安禄山的叛军俘获带

至长安。在长安狱中，杜甫看到了长安破败的景象，提

笔写下了《春望》。面对这样的景象，杜甫并未放弃，其

努力出逃，终于在被俘获的第三个月等到了时机，他一

路逃亡，终于在灵武见到肃宗。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解，

杜甫这种在困境中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同时在面对困境

时的乐观与努力也深深地打动学生，让学生明白学习中

遇到困难要冷静与乐观并努力寻找办法解决问题。

（二）多视角引入，视听结合打造生动杜甫形象

第三视角切入，从他评入手，还原人物性格。《新

唐书》的结尾对杜甫进行了评价，“甫放旷不自检，好论

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数

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

人怜其忠云。”不仅对杜甫的为人进行了评价，同时也

对杜甫诗歌进行了点评，评价其为人旷达自由，喜爱评

议国家大事，做诗歌反映世事，为同情弱者且忠君不忘

主。也可以通过近现代对杜甫进行相关研究者的评价展

开。在冯至《杜甫传》中描绘的是一个忧国忧民、生活

艰辛却常怀乐观精神的诗人形象。从上述评价不难看出，

在不同时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不同的。教师要引导学

生结合所给材料思考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对于杜甫的评

价会出现变化。这些变化背后体现了什么？如：《新唐

书》成书于北宋时期，北宋在建立政权后，宋高祖赵匡

胤逐步实现了“文官”制，在这种政策之下“士大夫”

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提到最高。在被儒家思想浸染之下

的“士大夫”对名节十分看重，因此在《新唐书》中盛

赞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忠君思想。选取不同时期对杜甫人

物的评价，不仅可以使学生通过分析不同背景下对同一

人物评价的差异，通过分析差异深入分析时代特色，了

解人物评价要基于实际将人物放于特定的时空之下，从

客观角度评价做到实事求是。[7]

结语

通过对于杜甫这一人物的剖析，利用其诗歌与相关

史料，在生动还原杜甫这一人物形象时要从多角度搜集

史料，展现一个丰满的诗人形象。通过杜甫这一人物的

还原，同时实现教学情境的搭建，帮助学生进入历史时

空，跟随诗人一起观察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学生对历

史人物进行分类时通常惯用的是取决于历史人物身上最

突出、最明显的社会身份，或是其对社会发展贡献最突

出、最明显的价值[8]。教师应以历史课程标准为指导，

在明确历史目标的基础上，从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入手，

把握人物教学的主线，并配合补充历史人物身上发生的

有趣故事，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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