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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文/申萌

摘要：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将其

运用到高中历史教学中，例如课前导入、重难点讲解、习题设计等，有着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提升教师自身素

质、推动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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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阳殷墟主要历史文化资源概述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是我国商朝晚期的都

城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

文、青铜器、陶器等文物，安阳殷墟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

城遗址。在2006年，殷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一）甲骨文文化资源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最早且成体系的文字，是

殷墟最为重要的发现，又称“契文”“龟甲兽骨文”

等。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天文、历法、

政治、军事等等。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古汉字体系的代

表，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的重要体现[1]。

（二）青铜器文化资源

青铜器出现时间很早，到商朝进入了繁荣发展

的时期。在商朝，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十分发达，并且

种类繁多，按其用途主要分为酒器、水器、乐器、礼

器、兵器等。青铜器显示了身份地位和权力等级的高

低，其中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母戊鼎于1939

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

的青铜器，它的出土，充分展现了商代青铜器铸造的

规模宏大，组织严密，代表了高度灿烂发达的商代青

铜文化。

（三）建筑遗址文化资源

殷墟建筑遗址主要有宫殿遗址、殷墟王陵遗址、

匈奴墓葬、洹北商城等。宫殿遗址是殷墟遗址最核心

的部分，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经过近90年的发掘，

目前在此地区共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

区内还发现了妇好墓。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出土

了大量的随葬品。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

河北岸，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遗址。王

陵区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主要是祭祀坑，而西区有8

座大墓。洹北商城同样位于洹河北岸，城址大体上呈

现方形，是目前中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遗

址，它的发现，扩大了殷墟的空间范围及殷商的时间

跨度[2]。

（四）陶器文化资源

陶器是商代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器，作为一个重

要的生产部门，商代的陶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商

代晚期白陶得到了高度发展，其在陶器中中比不大却

十分名贵，是一种重要的陶器品种。殷墟出土了大量

的陶器，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分为卣、盂、盉、盆、

爵、豆、罍、尊、鬲、甑、甗、壶、觯、斝等20余

种，这20余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炊食器、酒器和盛

贮器。在当时除了生产一般民用陶器的作坊之外，还

有为贵族特制精美陶器的专用作坊。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

的重要意义

（一）丰富历史教学内容

在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中，对学生需要了解的历史

知识已经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但对历史文化资源

的运用还略显不足，使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生活实际存

在脱离的现象。将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中历

史教学中，丰富了历史教学的内容，有利于完善学生

对历史的整体认知体系。

（二）提升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了解并掌握殷墟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是在

高中历史教学中充分运用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的前

提。所以教师要主动了解学习殷墟历史文化知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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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升教师的课堂职业素养。同时教师积极带领

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分享研习成果，与其他

教师探讨交流，扩大了视野，促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

升。

（三）推动学生学习方式转变

新课程标准提出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

将核心素养融入课程内容及课程实施之中，以核心素

养为主线，将教、学、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落实历史课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高中历

史教学中运用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鼓励学生在充

分掌握课本知识的基础上，了解殷墟历史文化并走出

课堂进行实地考察，自主探究殷墟历史文化资源的底

蕴、特点、价值等，推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3]。

（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但仅仅依靠课

本知识，难免会枯燥乏味，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安

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必不可

少。例如在学习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2》第2

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时，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分别扮演铸造青铜器、陶器、玉器等的工匠，

自述各自的铸造过程。通过自导自演，让学生切实体

会到灿烂的殷墟历史文化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五）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作为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必须着重培养的。安阳殷墟历史文

化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明史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通过课堂讲解或实践活动，让学生

感悟殷墟历史文化的底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

（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

出代表。将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通过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讲解和展示，带领学生参观殷墟遗

址，组织学生进行探讨交流，使殷墟历史文化资源与

高中历史教学实现有机结合。这不仅扩大了学生的知

识面，还弘扬了殷墟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深刻感悟

文化血脉，坚定文化自信[4]。

三、安阳殷墟历史文化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

运用策略

（一）课前导入

导入在历史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

先，导入技能用于导入新课这一教学环节，能吸引学

生注意，活跃课堂气氛，为上一节高质量的历史课准

备条件；其次，运用导入技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引起学习动机；最后，导入能融洽师生关系。

以部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

中的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进行

课前导入。教师利用PPT播放中国文字的发展历程视

频影像，并展示甲骨文的图片和相关资料。在学生观

看并阅读完上述资料后，教师讲述：“在原始社会，

人类使用结绳、图画和刻契等方法来辅助记事，当这

些图形符号简化到一定程度，并形成与语言的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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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原始文字就形成了。在1994年，湖北杨家湾大

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在这些陶器上发现了

170多种符号，这一发现将原始文字的形成推定到了

距今6000年之前。之后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

文，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先生曾言‘一片甲骨惊天

下’，毫无疑问，甲骨文的出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

义，它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追溯到了商代，是目

前已知最早且成体系的文字。中国文字发展史是灿烂

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那么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学

习内容，共同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发

展。”学生在了解了中国文字发展史及甲骨文的相关

知识后，激发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探究兴趣，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5]。

（二）重难点讲解

历史重难点是历史学习的关键。高中历史课时较

为紧张，学生在新课标改革下学业负担较重，教师如

何能够高效地解决历史重难点问题是提高历史教学效

果的必要所在。

以北师大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2》第3课《享

誉世界的手工业》为例。教师在讲授本课的第二部

分——巨大的规模与细密的分工时，可以穿插入我国

灿烂的青铜器文化，使用PPT展示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种类、制造工序等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学生观看并

阅读完上述资料后，教师再详细讲述青铜器的出现时

间、生产工艺、种类等内容。学生在了解了青铜器的

相关知识，尤其是青铜器繁琐的铸造工序后，对我国

古代手工业制造巨大的规模与细密的分工有了更为直

观的感受，加深了学生对这一知识点的理解。

（三）习题设计

学生在对某一课的知识点进行系统的学习后，需

要习题来加以巩固和提高。设计一套好的习题，首先

有利于衡量和检验学生某一阶段学习成果的好坏和水

平的高低，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和效果有清晰的

认知，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找方法，抓重点；其次，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史料实证、时空观

念、历史解释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最后，有利于教

师了解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差异性，以便在今后的教学

活动中改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通常情况下教师会通过展示甲骨文、青铜器等

图片对商代的相关知识点进行习题设计。但作为高中

生，经过了三年对历史知识的系统学习，已经基本具

备解读文字史料的能力，所以在习题设计中可选取相

关的文字史料，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或甲骨文已破译的

内容，让学生解读，以小见大，让学生对商代有全面

的了解和认识。此类习题有利于提高学生解读文字史

料能力，活跃思维[6]。

（四）课外实践活动

历史实践活动是实现自主、合作、探究的一种

学习途径，能够提高个体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

作意识，是对历史常规课堂的一种有益补充。开展历

史实践活动，也有助于引发学生对生活、对社会的关

注，培育其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四、结语

在完成对殷商的学习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到

安阳殷墟实地考察学习，加深学生对殷商的认识。实

践重点应放在殷墟博物馆，这里目前共有五个展厅，

陈列的商代文物中的精品共同诠释着商代文明，充分

展现了三千多年前东亚地区青铜文明的顶峰。在实践

活动完成后，教师可要求学生根据本人的兴趣点，选

取相关问题，如甲骨文、青铜器、商代的手工业等作

实践报告。在实践报告完成后，教师组织学生分享交

流，进一步加深对殷商文化的认识。这样的实践活

动，有利于学生对殷商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入

的了解，并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以及汉字在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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