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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外交成就

师：同学们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
是《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成就：新中国走向
世界舞台》。 在讲新课之前，先请同学们回
忆一下前几节课学到的内容———上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外交。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
国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处理关系的一个基
本原则”，大家记得是什么吗？

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师：很好，还记得这个原则的背景吗？
生 1：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时，首次

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生 2：1955 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了“万

隆会议”。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
“求同存异”方针，号召亚非国家团结一致，
增进国家之间的友谊， 这样的精神被叫作
“万隆精神”。

师：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恶
化， 美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和孤立中
国。

（教师出示“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增
长图”）

师：同学们看这张图，你们能发现哪些
问题？

生 1：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与
新中国建交国家的数量在缓慢增长。

生 2： 这些年与我们建交的国家主要
位于非洲和东南亚地区， 还有一些拉丁美
洲的第三世界国家。

生 3：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与新中国
建交的国家数量有了突破式增长。 不仅是
数量上的增加，在类型上，我们也同绝大多
数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师：我们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被西
方世界“拒之门外”。 那么，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为什么中国的外交能够打开局面？

重现历史 1———重返联合国

师：我们来了解上世纪 70 年代一个非
常重要的事件———重返联合国。

（教师出示照片“乔的笑”）
师：先看一张照片，我看许多同学已经

在笑了。 这张照片被西方记者抓拍到，被
称为“乔的笑”。 “乔”是谁，有同学知道吗？

生： 乔冠华， 当时是中国外交部副部
长，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师：要理解“乔的笑”的深意，我们还得
从这 22 年的漫漫过程中体会。

（教师出示“1950-1971 年联大支持中
国提案表决情况图表”）

师：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分小组讨论一
下，提出你们的问题。

生 1：我们组发现，从 1950 年到 1960
年，这一段时间的数据是空白的。

生 2：我们组发现，1970 年支持我国入
联的只有 49 票，1971 年却达到了 76 票 ，
支持率明显上升。 我们觉得， 这一年时间
中肯定发生了一个关键性事件，导致了这
个结果。

生 3：我们组发现，在 1970 年的时候，
赞成票已经超过了反对票， 但是为什么中
国却没有加入联合国呢？

师： 我们来解决刚才各组的问题。 首
先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 1950 年到 1960
年之间的数据是空白呢？ 这段时间发生了
什么事情？

生：1950 年有“抗美援朝”事件。
师：是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入

联的提案没有进入讨论环节就被驳回了，
也就是“暂缓讨论”。

师：1961 年到 1970 年，赞成与反对的
票数呈现胶着状态。 大家仔细观察，1961
年联合国国家的数量与 1950 年相比，发生
了什么变化？

生：国家总数变多了，支持我们的国家
数量也变多了。

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你们看
到了什么？

（教师出示“非洲各国独立趋势图”）
生 1：上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纷纷

独立，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家 ，要求加入联
合国。

生 2：上世纪 60 年代，我们国家主要
的外交成果是亚非国家， 这些国家都来支
持我们，所以我们的支持票越来越多。

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1970 年的
时候，51 票对 49 票，为什么我们还是没能
进入联合国？

生： 我找到了一些资料。 联合国有两
种投票机制，一种叫“简单多数”，另一种叫

“复合多数”。 中国是否回到联合国被当作
“重要提案”，要进行“复合多数”投票，即赞
成票要超过总投票国家数的三分之二。 所
以，51 票对 49 票这个结果，并不能使中国
回到联合国。

师 ：非常好 。下面我们看最后的一个
问题 ，1971 年的时候票数陡增 ， 这是为
什么 ？

生 1： 原来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
要是亚非的一些国家，1971 年的时候有许
多欧洲国家也支持我们了。

重现历史 2———中美关系正常化

师：欧洲国家纷纷“倒戈”，把票投给了
中国，中国在 1971 年入联成功。 我们一起
来看在联大投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教师出示资料：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师： 中国重返联合国， 与中美关系缓
和、 中国同欧洲关系缓和是分不开的。 既
然说到中美关系缓和这么一件大事， 在基
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双方还有哪些接触？

生 1：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
生 2：1970 年 10 月 1 日， 我们还邀请

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参加国庆典礼。
师：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谁来开启的

呢？ 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
（教师出示照片“尼克松访华”）
师：这张照片是世界外交史、中美关系

史上一张非常经典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中
你能发现哪些细节？

生：尼克松主动伸出他的手。
师：关于这个细节，老师补充一点。 在

《尼克松回忆录 》 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
恩来想同美国的国务卿握手，被拒绝了，周
恩来感觉到深受其辱。 我知道当时周恩来
的心情，所以在走下飞机那一刻，我决定伸
出我的手。 当我们的手相握的时候， 一个
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

师：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中美什么时
候正式建交的？

生：1979 年。
师：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中美建交，为

什么中间还隔了这么多年？ 双方还存在什

么分歧？
生：台湾问题。
师：我们再来看两份资料。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

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
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 即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1978 年《中美建交公报》
师：从这两份公告中，你们能看出什么？
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台湾是

最敏感的问题。 《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措
辞模糊地回避了这一问题， 所以中美当时
并未建交；1978 年， 美国就台湾问题给出
明确表态，于是中美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

探究真相———共同利益

师：那么，你们认为中美寻求关系正常
化的关键词是什么？

生：共同利益。
师：这个共同利益既有中国的利益，也

有美国的利益。 这些利益都有什么呢？ 大
家讨论一下。

生 1：1969 年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

情 ，就是中苏交恶 ，还发生了 “珍宝岛事
件”。如果这个时候中国仍然孤立自己，与
苏联不联盟，也与美国对立 ，那么日子肯
定不好过。

生 2：对于美国来讲，那个时候正深陷
越南战争的“泥潭”，怎么打都打不赢。 美
国发现结束越南战争的关键不在河内，而
在北京与莫斯科。 因为当时还是美苏冷战
时期， 所以要在短时间内与苏联的关系进
入正常化非常困难，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中
国寻求接触。

师：非常好 ，同学们从中美两国的角
度探究了双方寻求和解的原因 。 我们再
看一份数据 ， 分析一下当时美苏的军事
力量对比。

（教师出示“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美苏两国洲际导弹数量对比图表”）

生： 我发现美国这些年的洲际导弹数
量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苏联在 1970 年至
1978 年这 8 年中，洲际导弹开发速度十分
迅猛。 1962 年时，美国对苏联还有一些优
势， 但这种优势逐渐
在丧失。

师： 面对苏联方
面的压力， 中美双方
选择了合作， 这就是
共同利益。

（其余内容略）

月度人物

□本报记者 金 锐

一堂“倒置”的历史课

这节课主要讲述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
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突破，有以下 3 个
特点：

特点一，充分挖掘并利用史料，把大量
繁杂的史实用学生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出
来。 学生可以通过观察图表、分析数据，发
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中
国重返联合国的 22 年漫漫征程，更能实现
师生之间真正有效的互动生成。

特点二， 传统的授课是按照背景、过
程、意义的思路与顺序，而本课先呈现一
个结果，如“乔的笑”、“中美关系缓和”等，
制造悬念与冲突，再让学生分析背景与意

义，启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种做法
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也符合中学生
认知事物的规律。

特点三 ，这节课的意义不仅在于学
科知识的学习与思维能力的培养 ，还有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 。 通过学习 ，学
生会意识到现代外交的实质是国与国
之间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博弈 ，我
们维护自身利益是建立在 “维护世界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基础上的 ，这是
新中国的外交宗旨 ，也是我国在日益和
平崛起的过程中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
表现。

课堂
实录

教学反思

“历史是一片星空，那么深邃、那么壮
阔。 ”清华附中的历史教师王敏感慨着。 带
着对历史的倾慕与敬畏， 王敏高中毕业后
选择历史专业深入学习；完成学业后，她又
选择了历史教师的岗位，继续观赏她的“历
史星空”。 从原来的学生到现在的教师，还
是那一片星空， 只是王敏的观赏角度发生
了变化。

“王敏老师是我们的‘女神’！ ”
“王敏老师上课特别有意思，她会让我

们看电影、找视频、听故事、做游戏……”
这是清华附中学生对王敏的评价，在

他们看来，年轻的王敏像一个亲密的朋友，
让课堂变得轻松、有趣、充满活力。

谈到课堂教学，王敏认为“激发兴趣”
最重要。 “我曾经认为， 教历史就是教知
识 ，教师就是 ‘搬运工 ’，把自己懂的全部
传授给学生。 ”王敏说，“但这样的教学实
在太枯燥了，为什么不能让历史更‘有趣’
一些呢？ ”

于是， 王敏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方式，她
不会把现成的知识与结论告诉学生，而是根
据教材内容， 提出一些没有定论的问题，设
置悬念、制造冲突，让学生思考、辩论，在更
大的坐标系中寻找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位置。

“应该如何评价秦始皇？ ”
“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
……
在王敏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开放的，并

没有标准答案，她希望学生可以各抒己见、
深入探讨，用自己的力量寻找可能的答案。
当然，不是天马行空地寻找，王敏在课堂上
一直给学生强调的是观点、证据、资料。

“我认为， 这是科学的历史学习方法。
要提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寻找支撑观点的
证据。 这些证据的依托是资料，资料包括地
图、言论、记载等，最后还要形成合理的逻
辑体系。 换句话说，要让学生明白‘论从史
出’的重要。 ”王敏说。

辩论赛是王敏课堂上的常见形式。 在
辩论之前，王敏要求学生做好准备工作，搜
集各种资料，辩论时一切以证据说话。 “搜
集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辩论就是交流、
碰撞、拓展，这样的学习外延更广阔、内容
更丰富，也让学生觉得更有兴趣。 ”

王敏课堂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多媒体
技术的运用。 在学习“亚历山大东征”一课
时，王敏认为，时间与文化的差异让学生很
难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于是，她节选了一
部纪录片播放给学生， 让他们通过视觉直
观感受当时的战争环境。 在学习 “黄海海
战”一课时，王敏制作了一节微课，呈现当
时的区域地图，随着舰队的航行方向，模拟
战争实景、解读政治背景。 “多媒体技术不
仅可以导入新课，让学生快速进入情境，还
可以让教学更深入、更立体、更直观，帮助
学生多角度、深层次地分析问题。 ”这是王
敏的“多媒体教学心得”。

课堂教学的技巧是一方面， 除了让学
生兴奋、让课堂热闹，教师还要探寻学科教
学的本质。

王敏认为，历史本身已经足够精彩，教
师应该遵循历史的进程与脉络， 帮助学生
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

“许多时候， 学生的思维容易极端化、
模式化，盲目相信一些‘固有答案’，却丧失
了最重要的批判性思维与求真精神。 我希
望学生抛开现成结论，多角度思考问题，挖
掘历史事件的背景、缘由、关联。 ”王敏说，
“历史教学的本质不是让学生掌握多少历
史知识，而是让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发展思
辨能力，养成‘更客观’‘不盲从’的品质。 同
时， 教师还要在教学中渗透情感态度价值
观，让学生探寻并发现历史的美，找到知识
学习与生命发展的契合点。 ” 了解已有成
说———寻 找 客 观 史 料 ———回 归 历 史 现
场———探究事件真相，这就是王敏的“历史
思维逻辑”。

“历史是一片星空，每一个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都是星空中的一颗星。 当我们走
近，寻找它们背后的关
联时，就会发现 ，每一
颗星都闪烁着，交相辉
映。 于是，整片星空也
明亮、绚丽起来。”在王
敏眼中，历史是如此的
美妙。

人物
素描

王敏：历史如此美妙

教学内容 ：《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成就 ：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 执教教师 ：清华附中 王敏

在不少农村中学， 由于受一些条件所
限，实验室缺乏、实验器材短缺，许多化学
实验无法开展。 其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
实用的教学资源：湖水、河水、井水、池塘水
等，可以帮助我们探究水资源应用、天然水
人工净化、水资源保护等问题；燃煤、沼气、
植物秸秆、太阳能热水器等，可以帮助我们
探究农村新能源的开发与应用； 废旧的农
具、钢窗、牙膏管、电池等，可以帮助我们探
究金属的性质及应用。 随处可取的农村教
学实物，填补了农村学校实验器材的短缺，
让学生感受到化学就在身边、 化学可以渗
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而使化学教学生
活化 。 这也体现了教育就是生活的真

谛———热爱生活的教师与学生， 必然会在
兴致盎然中享受教育生活。

在教学“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时，我
让学生准备注射器、饮料瓶、吸管以及鸡蛋
壳、白醋。 他们竟然利用这些东西，制作了
一台像模像样的实验装置， 还真的成功制
取了二氧化碳！ 学生亲手做实验装置，亲
手制取化学药品，亲眼看着自己实验成功，

这成为他们学生生涯中难忘的一节实验
课，许多学生因此迷上了化学课。

在学习“天然水净化”时，学生取来河
水，积极地思考并讨论：生活中如何让河水
变成可饮用水？ 联系课本知识， 有的学生
想到沉淀一下，然后加热煮沸；也有的学生
想到设计自制生活净水简易装置， 可以用
沙子、棉花、纱布、饮料瓶等材料。 一节课

下来，学生兴致颇高、收获颇丰。
在学习“金属锈蚀与防护”时，学生回

家找来一些金属制品， 特别是生锈的铁制
品，如锄头、铁锨、镰刀、钢锯、菜刀等，甚至
有人带来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 这么多
活生生的实验教学实物， 让学生很快明白
了金属锈蚀的原因及防护措施。 在这节课
上，学生不仅掌握了化学知识，还立志将来

做化学家。他们说，这个世界有着无穷的奥
秘，生活中有着无处不在的神奇。

在执教“燃烧与灭火”时，我让学生讨
论在农村田间怎样快速有效地灭火， 如何
脱离危险。 学生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有的
认为应该用水扑灭， 也有的认为用土覆盖
效果更好，争论得不可开交。 这时，我适时
地引导———两种方法都是有效的， 但要根
据当时具体的环境与条件采取更有效、更
直接的方法。

如果教师是一个有心人， 那么他的课
堂资源就会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他的教育
教学自然也就成了对学生的生活教育。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张汪中学）

走进生活的教学
□张贵红

与一般的历史课不同， 这节课并非按
照 “背景—过程—结果—意义” 的顺序展
开， 教师一上课就把历史事件的结果呈现
给学生，让学生提出问题，然后分析讨论、
尝试解决。 这种方式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也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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