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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优势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日益成为当前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
课题。
历史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其通常拥有丰富的课程资源，对这些课程资源加以有效的开发和
利用，对近现代国情教育课程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新课程改革还要求在有关历史课程教学过程中渗透对学生的国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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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探索篇优势历史资源开发与近现代国情教育课程建设的关系——以广西为例从“小历史”走进“
大历史”是历史教学的发展方向优势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和近现代国情教育广西优势历史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大学国情教育教学实践篇西林《永安主佃告示》碑的历史解读解读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以
广西桂林灵川县熊村圩为例现代历史进程下一个村落社会的实证研究——以桂林市资源县两水乡塘洞
村为例当代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农民家庭经济角色的转变——以荔浦县马岭镇下宅村为个案风雨沧
桑相思埭——桂柳运河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历史现状调查报告士绅阶层在开发和稳定边疆中的作用——
基于桂林市灌阳县月岭村的研究商人会馆：透视区域经济的一个窗口——以戎墟粤东会馆为例粤东会
馆与平乐天后信仰柳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简论广西钦州刘永福故居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历史文化名
城旅游文化的深度开发——以桂林“老街”旅游项目为例梧州骑楼城景区开发模式与旅游项目策划探
讨历史资源与湿地生态休闲旅游开发调研——以相思埭运河为例广西华侨农场子弟学校的发展研究—
—以桂林、来宾华侨农场子弟学校为个案附录：课题组近三年围绕课程资源开发而展开的调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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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西优势历史资源开发对于国情教育的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1.优势历史资源开发，可以弥补
现行教材内容的不足。
使学生理解和记忆国情基础知识是国情学科素质教育的目标之一，优势历史资源应用于国情课程教学
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教材的理解。
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使得它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可以进行复原和复制，学生在学习时难以理解，运用广
西地区本乡本土的历史优势资源充实教材内容，可以缩短国情课程内容与学生的距离，消除他们对国
情知识的遥远感，可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教材，掌握其内容。
同时，广西优势历史资源的开发，有助于国情课例的创新。
如本项目组运用开发出来的课程资源研制出来的创新型课例主要有：（1）《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
其教训》；（2）《中法战争与广西边防建设》；（3）《非文本解读与人文科学能力发展》；（4）《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在此基础上，本项目组还创建了“中国近代史”精品课程网站，为师生利用广西优势历史课程资源开
展国情教育提供了学术平台。
　　2.将优势历史资源运用于国情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贵品质。
优势历史资源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当一个人真正认识、熟悉、热爱自己生活的地方时，就会激发起热爱本土、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
因此，爱地方是爱祖国的起点，爱祖国的情感是从爱地方的情感中萌发并得以升华的结果。
所以，优势历史资源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最有效的教材。
在国情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向学生讲一些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介绍老一辈革命家在广西
的革命活动及当地英雄烈士的业绩，如与中国共产党广西革命相关的列宁岩、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
纪念陵园、百色起义纪念碑等，可以使学生从广西革命历史中学习和发扬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精神。
这是因为，“教育的意义，实质上就在于使崇高的思想成为个人的志向和理想，因为这种志向和理想
在使人充满崇高精神的同时，又能展现出他自身的美”。
　　3.引导学生利用广西优势历史课程资源持续开展创新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认识、分析问题的综
合能力与水平。
近年来，本课题组的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坚持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国情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本着利用优势历史课程资源深化认识、学会创新的原则开
展研究。
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利用优势历史资源，在注重培养学生文本解读能力的同时，还注重拓宽其视野，
将其引入田野调查，并在“非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探索者的眼光去观察、发现
和提出问题，思考地方在历史国情上的地位、发展的优势与局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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