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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学科具备着学科德育的显性内容，如何在教学中把培育历史素养和立德树人有效结合是双新背景下

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历史情境、群体情感、唯物史观三个维度，对历史中的“人”本身具备的情

感、实践与理想等要素进行探究，构建《辛亥革命》课堂教学的育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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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story subject has the explicit content of subject Moral Educ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Historical Literacy with Mor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under the 
double new background.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ical situation, group emo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motion, practice and ideal of “people” in history, 
and constructs the Moral Education framework of classroom teaching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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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明确提出了高中学段的德育目标，“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

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

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治观念，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具备自主、自立、自强的态度和

能力，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把该目标与学科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挂念、

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相结合，可以看出历史学科要实现立德树人的任务，需要引导学生通

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2]。在具体实施

中，教师要引领学生在学科大概念和基本原理等认知因素的基础上建构结构性知识、培育思维方式、涵

养理性情感。鉴于历史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因此教学中需要透过历史中“人”的情感与实践活动，

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德的迁移，把国家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实现联系起来，从而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下面把统编教材《辛亥革命》一课作为案例，谈谈以历史中的“人”为中心进行育德的策

略。 
辛亥革命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他们为什么进行这次革命？这次革命实现了革命派的目的吗？从

这两个问题出发，本课的核心主题确定为“变局中，人的选择”，延续上一单元中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与

救亡图存的危局、变局下不同阶级的道路选择。2017 版新课标中提出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主要原则要以

“新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为重心”，并指出了新情境的几种类型：“学习情境、生活情境、社会情境、学

术情境”[3]，故本课教学策略采用了创设情境——问题探究的方式。以林觉民的《与妻书》这封绝笔信

作为学习情境，从时代背景、革命实践、未来理想的角度设问，深入分析并理解深处变局、危局中的林

觉民在家书中所体现出的家国之爱、未来之爱。 

2. 在历史情境中体悟人的情感 

情境的创设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刺激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发展，使得学生在实际的感受中逐

步认识世界，而在情境中去感受历史人物的情感，这也是对学生情感教育的一个方面。因为情感教育至

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遵循，需要教师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年级段以及每一教学内容的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基于此，本课第一环节以“由爱一人延展爱天下人的情深”为主题，在学生整体阅读《与妻书》

的前提下，围绕其中选段材料进行设问，引导学生感知林觉民由夫妻之爱延展至家国大爱并理解 20 世纪

初的社会背景。 
环节一：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林觉民《与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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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 1：这句话体现了林觉民怎样的感情？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

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 

——林觉民《与妻书》 

设问 2：结合材料，联系上一单元学习内容，谈谈你对“爱汝”却“勇于就死”原因的理解？ 

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

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林觉民《与妻书》 

设问 3：根据材料，林觉民面对当时的环境，他的选择是什么？结合教材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

起一目，思考他为何会如此选择？ 
以《与妻书》的三则片段材料为切入点，通过设问 1 感知林觉民等革命者的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导

入本课学习。设问 2 是本环节学习的重点，需要学生在跨单元学习的基础上去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环境

以及各阶级救亡探索的失败，从而能够明确林觉民等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而在设问 3 的解决中，希

望学生能够认识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尤其是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三

民主义的影响，从而过渡到下一环节的学习。 
马克思说：“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4]。”历史事

件和历史现象确是人们的行为、实践造就的，而实践背后人的情感和动机又受到了社会存在或者时代环

境的支配。在了解林觉民、融入那个时代之后，学生更能够体会到他把家庭的幸福和国家前途、人民命

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体会到这封绝笔信饱含着革命志士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家国大爱。 

3. 在群体情感中理解人的实践 

进入 21 世纪，心理学家发展出了群体情感理论(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 IET)，该理论研究的中心

议题是群体情感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他们认为“群体愤怒的水平、怨恨强度与

群体认同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些群体情绪还会引其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攻击和敌对行动”[5]。基

于此理论，在本环节设计中，以由“个体觉醒”到“群体认同”的革命实践为主题，从林觉民《与妻书》

中所体现的个人情感到探究革命者群体情感，以及清末“立宪骗局”引发的立宪派、大商人等其他群体

的不满转而支持革命来解读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现象。 
环节二： 

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 

——林觉民《与妻书》 

设问 1：结合教材中“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皇族内阁”、“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

谈谈你对“称心快意，几家能彀？”的理解。 

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林觉民《与妻书》 

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

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出自孙中山 1921 年 12 月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一书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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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问 2：根据材料，林觉民把希望寄托于革命同志身上，那么他牺牲后“革命同志”又是怎样做的？

这次事件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本环节“由‘个体觉醒’到‘群体认同’的革命实践”的问题设计上，设问 1 中试图引导学生一

方面认识教材中涉及到的这些历史事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即面对着亡国危机，不光是革命者，清政府

本身也在自救，只是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

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自救没有成功，反而加速了灭亡。另一方面认识到，清政府所颁布的《钦

定宪法大纲》、组织的“皇族内阁”、实行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暴露了以“立宪”之名行“专制”

之实，本来积极响应、推进立宪运动的立宪派及大商人，随着对清政府作为的失望和专制腐败的认识，

转而支持革命，聚集到了反对满清帝制的战线上，终于在多方势力的合力下，革命运动演化为燎原之势。

在设问 2 中，主要目的是引出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产生的影响，并从成立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等当

时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结果出发，引导学生思考民国初年社会群对专制的反对以及对民主的企盼和认

同。 
“群体情绪所指向的对象是有明确性的，特别是怒气、怨气、怨恨等诸如此类的强烈情绪极其容易

激发集体行动，而这样的集体行动目标在于消除或减小不公所造成的群际被剥夺感”[6]。这些因民族危

机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而产生的群体怒气、怨恨等情感积累到一定的量，因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而引

领受到挑动，终于形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群体认同，从而使得革命渐成燎原之势。 

4.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看待人的理想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包括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从这些观点、立场出发，

才能全面地分析历史事件、认识历史人物。在本课学习中，唯物史观是贯穿始终的，尤其在环节三“由

‘今日中国’到‘未来中国’的期盼”主题的设计中，更是强调了要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视角

才能正确看待并评价辛亥革命。 
环节三： 

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

中国！ 

——林觉民《与妻书》 

时余方以讨贼督师桂林。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杌靰之象，视清季有加，而余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之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 

——出自孙中山 1921 年 12 月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一书写的序言 

设问 1：林觉民“不幸生今日之中国”，那么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的建立实现了他对未来的期

盼吗？结合教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容，以及补充的剪发辫、新式婚礼等照片材料，谈谈你对辛亥

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认识？ 

“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1911 年，林觉民被俘受审时的慷慨陈词 

设问 2：结合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从“道路的选择”视角思考林觉民对未来“国家安强”

的期盼是如何实现的？ 
在本环节，教学的重点放在设问 1 谈谈你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认识部分。林觉民对生活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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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的中国的感觉是“不幸”，但是从他“率性就死不顾汝”的行为，“为天下人谋永福”的理想中又

看出他对中国深深的感情，因此他的行为是充满着对未来中国深深的期盼。而辛亥革命是否实现了他“革

除暴政、建立共和、国家安强”的理想？这既需要对辛亥革命颁布的第一部资产阶级临时约法以及民国

时期内外政局进行分析，也需要对民国时期国家的经济、人民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探究，这样才能够辩

证地、在国际视野下去看待辛亥革命，认识到“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

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

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7]。基于设问 1 以及对第五单元所学习

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才能理解设问 2 未来中国的“安强”依靠的只能是代表

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在

11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先烈，“这盛世如你所愿！” 
综上，本课在解读主体史料《与妻书》一文的过程中，以身处变局中的“人”——革命者林觉民为

中心，从其所代表的革命团体的“情感”“实践”“理想”出发，以“由爱一人延展爱天下人的情深”

——“由‘个体觉醒’到‘群体认同’的革命实践”——“由‘今日中国’到‘未来中国’的期盼”作

为教学的主要环节，引领学生全文阅读《与妻书》后创设教学情境进入“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清末，

通过驱动问题的解决来建构对晚清至民国探索救亡图存实践的结构性知识；基于群体情感理论解读辛亥

革命爆发前夕的革命者、清政府、立宪派和大商人的行为，涵养学生的理性情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

解辛亥革命的意义、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培育历史学科思维。由此，在情境的浸润与感化中，在

行为实践的选择与认同中，在思维方式的拓展和优化中涵养学生的德性、德行，形成由个体–群体–本体

的育德框架体系。 
统编教材，内容丰富，知识庞杂，决不能“目中无人”。教材中“人”的资源丰富，可以是对历史

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伟大人物，也可以是普通的民众；可以是记载历史的人，也可以是解读历史的人；

可以去寻找遗迹、神话传说、文献、影视剧、照片、漫画等各种史料中的人；也可以去探讨自然、科技、

宗教、社会与人的关系。以历史中的“人”为中心，从“人”的曲折经历、多变思想、各种复杂关系中

去理解人与人、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国家前途命运与个人价值实现

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落实立德树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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