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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订高中历史课程之特点与启示
袁 从 秀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2018年3月,日本发布新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这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多年

来,对高中课程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体现了日本高中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日本从此告别“宽松教育”

而走向“生存能力”教育。由“历史综合”“日本史探究”“世界史探究”组成的新高中历史课程,立足“人”的发

展,构建了“必修+选修、通史+专题”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更加突出本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课程学习倡导

“主题+探究”的学习方式。日本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设置及特点启示我们,高中历史课程编制应加强中国

史与世界史的横向关联,课程内容应体现探究性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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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新修订

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①(以下简称《学习

指导要领》),这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
多年来对高中课程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反映

了新时期日本教育理论、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

模式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日本高中教育发展

的新趋势。其中,历史课程以“加深学生对日

本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人类生活的地域文

化特色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具有现代社

会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1]271为目标,课程结构

由原来的“世界史A”“世界史B”“日本史A”和
“日本史B”,演变为“历史综合”“日本史探究”
和“世界史探究”。

一、日本高中历史课程修订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约每10年进行

一次课程改革,高中历史课程亦历经数次调

整,所调整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历史

课程的归属。1989年之前,日本的高中历史课

程归属于包括地理、历史和公民的“社会科”,
之后高中的“社会科”分解为“地理历史科”和
“公民科”,历史乃“地理历史科”之一。二是关

于课程学习的要求。日本高中实行的是选修

制与学分制,学生依据《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

选择课程进行学习即可获得相应学分。日本

高中历史课程由日本史和世界史②构成。历史

时期不同,其课程学习要求也有差异。如:1960
年,规定学生除必修日本史外,还需从世界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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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的《高中课程标准》。2018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将于2022年4
月起在全日本正式实施。

日本史和世界史有A、B课程之分。其中A层次2学分,B层次4学分。A层次的教学内容较B层次简单。



和世界史B中任选其一作为必修;1970年,规
定从地理A、地理B、日本史、世界史中任选两

门课程作为必修;1978年,规定日本史、世界史

为选修科目;1989年和2009年,规定世界史为

必修课程,要求学生从世界史A和世界史B任

选一门,再从地理A、地理B、日本史A、日本史

B中任选一门课程进行学习。2018年新修订

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历史综合”为必修课

程,“日本史探究”和“世界史探究”为选修课

程。2018年的这次课程改革,无论是历史课程

名称、选课要求还是内容结构,均有较大变化。
笔者认为,除每10年1次的课程改革惯例外,
本次日本高中历史课程作较大调整,主要基于

以下三大背景:
(一)适应全球化人才竞争的需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

展,日本进入到“宽松教育”时期。1977年版

《学习指导要领》提出:“培养丰富的人性、创造

宽松充实的学校生活和确定适应学生个性和

能力 的 教 育 目 标,削 减 教 学 内 容 和 授 课 时

数。”[2]之后,1989年版《学习指导要领》进一步

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主体性,突出培养具有

“丰富人性的学生”,提出“兴趣、意愿、态度”“思
考力、判断力、表达力”的新学力观,并再次减

少学习内容。其目的是解决以往“灌输教育”
的问题,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自主

思考的能力。“宽松教育”的推行,确实使学生

的学习压力明显减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应试

教育带来的弊端,但同时也导致了学生学力下

降这一严重问题。新旧世纪交替之时,随着日

本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增加,199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首次提出了

“生存能力”教育理念,但并未赋予其实际内

容,更未能在课程中予以体现。直到2008年,
重新修订后的《学习指导要领》颁布,将“生存

能力”阐发为学力三要素———“扎实的学力、丰
富的人性和健康的体魄”,这无疑是对“宽松教

育”理念的修正。201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则
将“生存能力”具体化为“知识与技能”“思考

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学习力和人性涵养”。
文部科学大臣驰浩表示,新一版(2018年)《学
习指导要领》要明确成为“‘宽松教育’的告别

宣言”[3]。从“宽松教育”到“生存能力”教育,体
现了日本教育将系统的知识学习与技能、能力

和人性养成有机结合的新理念,目的在于培养

适应全球化发展所需的国际化人才。
(二)切实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

经历了“宽松教育”的失败实践,日本社会

普遍达成共识,即必须摒弃以减负为目的而一

味降低学习难度的做法。由此,2008年的《学
习指导要领》不仅增添了1998年删除的学习内

容,还增加了课程学习时数。但此后经过10年

的课程教学调整,学生的历史学习并无明显改

观。日本文部科学省对高中学生历史课程学

习合格率的统计显示,世界史B的合格率仅为

74.6%,日本史B仅为73.3%[4]。学生学习质

量不高,还与教师教学方式陈旧有着直接关

系。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世界史B课程的一项

教学调查显示,仅有12.8%的教师采用问题式

教学,仅4.9%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调动学

生发表自己的观点,仅8.3%的教师实施过观

察、参观、调查或体验式学习方式[4]。要切实提

高学习质量,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思考

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学习力和人性涵养”等
方面的发展,务必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

的教学方式。2016年12月,日本中央教育审

议会向文部科学省提出推行“主体的、对话式

的、深度的学习”,即“通过对话和协作的活动

方式,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实现深度

学习”[5]6,为此,专门设置“日本史探究”和“世
界史探究”两大课程供学生选修。探究课程以

课题为中心,探寻日本和世界历史发展与演进

的过程,非传统意义上系统、专业的日本史或

世界历史的通史课程。学生在课题探究过程

中,开展“主体的、对话式的、深度的学习”,培养

具有广阔视野、能在全球化国际社会和国家发展

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公民所必需的素质与能力。
(三)进一步强化日本历史的学习

1989年以来,日本高中的历史教育以“世
界史”为必修课程,“日本史”为选修课程。其

中,世界史A以近现代为中心,世界史B则为

通史。“世界史”虽主要勾勒的是世界历史进

程,但在课程编写时亦联系了日本历史,强调

日本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2008年版《学
习指导要领》“甚至不惜将世界历史范围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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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无论是世界历史 A还是世界历史

B,日本历史的内容在主题学习中不仅随处可

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把世界历史当成了日

本历史的背景”[6]。日本在“新国家主义”思想

的主导下,201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进一步凸

显了日本历史,不仅“日本史探究”课程中有较

为完整的日本历史叙述,“历史综合”中也有大

量的日本史内容,“世界史探究”各单元也不乏

与日本历史相关联的内容。由此可见,日本高

中强化日本历史学习的趋势愈加凸显。

二、日本新订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内容

新修订的日本高中历史课程在沿袭世界

史A、世界史B、日本史A、日本史B等课程内

容的基础上,重构了历史综合、日本史探究和

世界史探究课程的基本内容,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的内容结构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大项目 中项目

历史综合

A.历史之门

B.近代化与我们

C.国际秩序的变化、大众化与我们

D.全球化与我们

(1)历史与我们
(2)历史学科的特征与资料

(1)认识近代化的视角
(2)联系的世界和日本的开国
(3)国民国家和明治维新
(4)近代化与现代的各种课题

(1)认识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大众化的视角
(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大众社会
(3)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4)国际秩序的变化、大众化和现代的各种课题

(1)认识全球化的视角
(2)冷战与世界经济
(3)世界秩序的变化与日本
(4)现代各种课题的形成与概况

日本史探究

A.原始、古代日本与东亚

B.中世纪的日本与世界

C.近世的日本与世界

D.近现代的各地域、日本与世界

(1)黎明时期的日本列岛和历史环境
(2)历史资料和原始、古代的概况
(3)古代国家、社会的展开和分期(历史解释、说明与论述)
(1)向中世纪的转变和历史环境
(2)历史资料和中世纪的概况
(3)中世纪国家、社会的展开和分期(历史解释、说明与论述)
(1)向近世的转变和历史环境
(2)历史资料和近世的概况
(3)近世国家、社会的展开和分期(历史解释、说明与论述)
(1)向近代的转变和历史环境
(2)历史资料和近代的概况
(3)近现代各地域、日本与世界的分期和结构
(4)现代日本的课题探究

世界史探究

A.认识世界历史的视角

B.诸地域历史特征的形成

C.诸地域的交流与重组

D.诸地域的联合与变化

E.全球化的课题

(1)从地理环境看人类历史
(2)从日常生活看世界历史

(1)认识诸地域历史特征的视角
(2)古代文明的历史特征
(3)诸地域的历史特征

(1)认识诸地域交流与重组的视角
(2)与诸地域相连接的欧亚大陆
(3)亚洲诸地域和欧洲的重组

(1)认识诸地域联合与变化的视角
(2)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诸地域的联合
(3)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4)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诸地域的变化

(1)国际机构的建立与对和平的探索
(2)经济全球化与贫富差距
(3)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与知识社会
(4)全球化问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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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版《学习指导要领》以“科目+项

目”的形式,重构了日本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

内容。其中,“历史综合”着眼于近现代,设计

有“历史之门”“近代化与我们”“国际秩序的变

化、大众化与我们”“全球化与我们”四大项目,
旨在使学生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世界与日本

历史的发展。“日本史探究”从古代以来,依时

序并联系世界历史,设计有“原始、古代日本与

东亚”“中世纪的日本与世界”“近世的日本与

世界”“近现代的各地域、日本与世界”等内容,
使学生能立足于现实社会,通过探究活动,考
察日本历史发展的意义与特色。“世界史探

究”着眼于世界由孤立走向联合的过程,通过

“认识世界历史的视角”“诸地域历史特征的形

成”“诸地域的交流与重组”“诸地域的联合与

变化”“全球化的课题”等项目,使学生能宏观

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加深对世界历史

的认识,考察并建构性理解世界各区域社会与

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大科目内容

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与补充,可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三、日本新订高中历史课程的主要特点

(一)课程目标:立足“人”的发展,指向“素
质与能力”

课程目标是对一门课程学习的总体要求,
反映了国家对该门课程的教育宗旨和基本要

求。“立足于广阔视野,通过探讨和解决问题

的活动,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现象,培养全

球化背景下,对于和平民主国家和社会发展能

发挥 主 体 作 用 的 公 民 所 必 需 的 素 质 与 能

力”[7]47这一日本新高中历史课程总目标,体现

了该国历史课程立足于“人”的发展,培养适应

当代国际社会需要的公民的教育宗旨。因为

“人”的发展,首先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社会中,环境

变得更加复杂,预测变化的前景显得越来越困

难”[1]1,因而,人才成为国际间竞争的关键要

素,人才培养成为各国的重中之重。其次是个

体发展的需要。个体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在

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个性发展,并为终身

发展打下基础。日本“从2022年4月开始,成
年年龄下降至18岁①。随着选举权年龄降低,
高中生需要关心政治和社会生活,并逐渐形成

能独立思考、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

能力”[1]1。因此,日本历史课程目标必须具有

指向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公民生活和自我价

值实现的新特点及新需求。
日本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从“知识与

技能”“思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学习力和人

性涵养”三方面,对高中历史课程目标进行了

具体化②:(1)在理解日本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同

时,掌握运用各种资料,恰当有效地对各种历

史信息进行考察与归纳的技能;(2)运用概念,
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历史现象的意义、特征

和相互的关联,形成有效说明和解决社会问题

的能力,并培养以此为基础进行问题表达的能

力;(3)基于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实,拓展学

习视野,具有主动探究问题的意识,同时通过

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深刻理解作为日本国

民自觉热爱本国、尊重他国与他国文化的重

要性[7]。
第一点为“知识与技能”目标,其中“理解

日本及世界历史发展”为知识目标,“运用各种

资料,恰当有效地对各种历史信息进行考察与

归纳”为技能目标。第二点要求学生“运用概

念”“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说明和解决社会

问题”“进行问题表达”等,旨在培养学生的历

史思维及解决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为“思
考力、判断力和表现力”目标。第三点为“学习

力和人性涵养”目标,要求学生立足于社会现

实,具有主动探究问题的意识,热爱自己的国

家,尊重他国。三个维度的目标由易及难,层
次清晰又相互关联,最终指向“人”的“素质与

能力”。
(二)课程结构:构建“必修+选修、通史+

专题”的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即组成课程各部分的关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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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日本法定的成年年龄为20岁。

原为“地理历史科”总目标,笔者翻译时将地理课程的相关目标内容删除。



课程性质、内容比例、课程架构的方式等。“历
史综合”是本次修订新设置的课程,为全体高

中学生的必修科目,2学分。该课程拟通过学

生运用资料,着眼于世界与日本,从相互关联

的视角广泛地认识并考察近现代历史的发展

与变化,让学生能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世界及

日本历史。“日本史探究”和“世界史探究”为
选修课程,各3学分,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

发展需要自主选择其中一门课程进行学习。
“日本史探究”是在“历史综合”课程的基础上,
发展性地继承日本史 A、日本史B的内容,基
于地区、日本和世界历史的关系,培养学生多

方面、多角度考察并探究各种问题的能力,促
进学生对日本历史发展的综合理解。明确“世
界史探究”课程“并非详细而专业的世界历史,
而是学生在通过初中的‘社会科’和高中的‘历
史综合’课程学习所获素质与能力的基础上,
可自主选修的一门探究性学习课程。它兼顾

与日本历史的关联性,基于全球视野,以学生

对世界历史的疑问和探究课题为基础,考察与

世界历史大框架和发展相关的历史现象的意

义与特色,以提高学生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和关

注度、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能力为目标。”[1]272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在遵循时序的基础上,
采用通史与专题相结合的体例。如“世界史探

究”继承并发展了之前的世界史 A、世界史B
课程内容,根据各地区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

与变化特点而设置了 ABCDE五大项目。“A.
认识世界历史的视角”。通过学习,学生能认

识构成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

的各种现象,考察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的关

系、日常生活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从而理解与

现在不同但又相联系的过去,认识学习世界历

史的意义,激发学习兴趣。从“B.诸地域历史特

征的形成”到“D.诸地域的联合与变化”,以“诸
地域”为中心,遵循时序,基于世界历史特征的

形成、交流与重组、联合与变化而构成学习内

容,以探寻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并说明诸

地域虽各有历史特色,但在交流与重组中,世
界逐渐走向全球化。必修课程“历史综合”则
以近现代为中心,立足世界视野,设计了“A.历
史之门”“B.近代化与我们”“C.国际秩序的变

化、大众化与我们”和“D.全球化与我们”四大

专题。除A项目具有导言课的性质外,其余项

目均在时序的框架下,围绕“近代化”“国际秩

序”和“全球化”等内容,将世界近现代历史的

变化组织为三个专题,旨在使学生了解现代社

会基本结构的形成与变化。
“必修+选修、通史+专题”的课程设计,

不仅使学生能建构纵横贯通、彼此联系的世界

及日本历史,更利于他们多视角全面考察人类

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基本规律。
(三)课程内容:突出本国史与世界史和历

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早在20世纪末,
日本就已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新

修订的日本高中历史课程,则更加突出本国历

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从世界看日本历史的

发展,从日本历史看世界的变化,不仅必修的

历史综合课程,而且两门选修课程同样对此有

所体现。即“日本史探究”中有世界历史,“世
界史探究”里也有日本历史。

日本史探究课程大项目名称中均有“与世

界”或“与东亚”的表述。在“原始、古代日本与

东亚”项目下,展现从日本列岛开始有人类生

活到平安时代,目的是联系东亚世界的发展考

察原始、古代的日本,使学生能够综合把握和

理解日本历史的发展与东亚环境的关系。其

内容要求“着眼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

系,以及与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的关系,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从狩猎采集

到农耕社会的变化,进而阐释环境与文化的形

成”[7],“着眼于与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隋唐

等中国王朝对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等,通过

探究课题,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小国的形成

与联合,阐释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意义和关

系等”[7]。而在“近现代的日本与世界”项目下,
又要求“着眼于欧美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工业

发展的背景和影响、地域社会的劳动和生活的

变化、教育的普及及其影响等,通过探究课题,
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日本的工业化发展,阐
释近代文化形成的意义与关系”[7]。这样的课

程内容安排,一方面说明日本历史的发展与东

亚、与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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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世界历史,从历史(时间)和世界(空间)
两个维度,去认识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在各个时代的特色及其变迁,综合考察日

本历史的发展,从而加深学生对日本历史文化

的认识与理解。同样,世界史探究课程中亦有

日本历史的内容。如“诸地域的交流与重组”
项目下,要求“以亚洲海域交易的兴盛,明朝和

日本、朝鲜的发展,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活动等

为基础,建构性地理解诸地域贸易的发展和欧

洲的扩张”[7],“着眼于西亚和南亚诸帝国,清和

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为基础,建构性地理解

亚洲诸地域的历史特征”[7]。由此可见,日本的

世界史课程“越来越多地借鉴全球史叙事方

式,不满足于展现各国、各区域历史的发展,而
是将更多注意力用于叙述区域间的联系,以此

勾勒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8]。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还注重历史与“我们”

的社会生活的联系,以使学生能从社会生活与

历史的关系中,深入地考察、理解和认识历史。
“历史综合”课程的四大项目,均有“与我们”的
内容。如:大项目“B.近代化与我们”,即要求以

工业社会和国民国家的形成为背景,说明“我
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从更广阔

的视野来把握和考察世界中的“我们”;大项目

“C.国际秩序的变化、大众化与我们”,要求从政

治、外交、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说明国际

间的联系,并以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和个人与集

团的社会参与扩大为背景,说明“我们”的社会

和生活状态发生的变化;大项目“D.全球化与

我们”中,要求以科学技术革新和国际间的进

一步交流为背景,说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变

化[1]128。在具体的内容中,还进一步要求理解

历史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如 A项目

“历史之门”之下的“(1)历史与我们”———要求

在知识方面:以在我们生活的地域等所见到的

各种现象为基础,理解它们与日本和日本周边

的地域以及世界历史的联系;在思考力、判断

力、表现力方面:从近代化、国际秩序的变化、
大众化、全球化等方面,考察并说明知识目标

中提出的诸现象与日本、日本周边地域以及世

界历史的关联性[7]。
综上,日本高中历史课程立足于让学生从

广阔的视野认识日本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相互

关联以及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好地培养学生

具有现代国际社会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
(四)课程学习:倡导“主题+探究”的学习

方式

学习方式亦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

程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教学理念的

集中体现。日本高中历史课程倡导“主题+探

究”的学习方式,目的在于让学生从需要解决

的问题出发,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完成知识的

学习、能力的习得和相关的体验,实现认知、情
感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学习指导要领》明确

要求学生“切实掌握基础的、基本的知识和技

能,通过课题探究,在培养学生必要的思考力、
判断力、表现力的同时,培养主动致力于学习

的态度,努力完善个性,促进与他人合作”[7]。
这一课程理念,不仅贯穿于带有“探究”二字的

选修课中,必修课“历史综合”同样要求学生进

行探究性学习。如大项目“D.全球化与我们”
中的“(4)现代的各种课题的形成与概况”,即
明确要求“基于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拟定探究课题,灵活运用各种资料进行研究活

动”[7]。换言之,要求教师以学生的思考与问题

为基础,确定探究课题,让学生根据所学的历

史概念,运用各种资料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

问题、观察社会。
主题探究活动贯穿日本高中历史课程学

习全过程,《学习指导要领》中的每一项目均明

确要求学生围绕相关内容,通过课题探究,运
用资料,从多方面、多角度考察问题,并说明自

己的观点。如:“历史综合”课程中的大项目“C.
国际秩序的变化、大众化与我们”下的“(2)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大众社会”,即有如下要求:着
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发展和对世界的

影响,日本参战的背景和影响等,通过课题探

究活动,比较并联系日本和其他国家、地区的

变化,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并说明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特点和危害、日本与亚洲及太平洋地

区的关系、国际协调的特征;着眼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后的社会变化,通过课题探究活动,
联系并比较日本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变化,多方

面、多角度地考察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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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7]。
根据相关内容,“通过课题探究活动”进行

“比较”“考察”“说明”,已成为日本高中历史教

师常态 化 的 教 学 方 式 和 学 生 常 态 化 的 学 习

方式。

  四、日本新订高中历史课程对我国高

中历史课程编制的启示

  2018年1月,我国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它是在“深入总

结21世纪以来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宝贵

经验,充分借鉴国际课程改革优秀成果”[9]前言1

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又符合

我国教育实际的纲领性文件。“标准”提出历

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旨在通过历史教学,培
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个人终身发展所

需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凸显培养学生正

确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突出公民素养

教育,使学生具有适应全球化国际社会需要的

公民的基本素质与能力。新的历史课程结构,
突出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建构的主题螺旋式

课程“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

结构 化,以 主 题 为 引 领,使 课 程 内 容 情 境

化”[9]前言4。课程内容具有基础性、时代性与前

瞻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体系。通过对新订日本高中历史课程的分

析,不难发现两国课程各有特色与长处,互有

借鉴之价值。日本新订高中历史课程对我国

高中历史课程编制的启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

方面:
(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应横向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

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

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

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10]培养学生

具有广阔的视野,是我国高中历史教育的目标

之一。全球化背景下,历史课程如何构建本国

史与世界史的内容体系,我国对此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初,我国高中

历史课程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各成独立体系。
至2003年,《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

颁布打破了这一格局,设置了古今贯通、中外

关联的三大必修模块和六大选修模块,构建了

中外历史合编的课程体系。《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2017年版)》,又设置了必修、选择性必

修和选修3类课程。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
在历史时序的框架下,组织了24个学习主题,
其中中国史14个、世界史10个。张海鹏教授

指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都是从人类文明起

源讲起,一直讲到今天,讲到面向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为中国的高中学生,中国通史的学习

内容多一点是应该的。”[11]“教材在历史的叙述

中展现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注重体现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
学生通过教科书的学习,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

的发展脉络,树立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信念。”[11]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均注重中

外历史关联,说明中日两国高中历史课程都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国史与世界史的合编。
但从课程标准的内容来看,我国基本上是中外

历史各自叙述,日本则将本国史与世界史进行

了较好的关联。马克垚指出:“世界史是组成

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世界史,是组成

世界 的 各 个 国 家 和 民 族 都 有 贡 献 的 世 界

史。”[12]因此,世界史中不能没有中国,否则“你
无法准确地判断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位置,以
及自身的独特之处”[13]。同理,中国史中也不

能没有世界,否则无法全方位认识中国历史发

展的内在逻辑。只有通过包括中国的世界史

和包括世界的中国史的学习,学生才能既理解

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与多样性,又能认识中国文

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独特性,从而树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

文化传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二)课程内容应体现探究性学习要求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
一步倡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组织学生开展探

究性学习,并在每一模块下或课程实施建议

中,附有探究活动的课题。如对于“中外历史

纲要”课程,附有“世界视野下的中国航海活动

与海上贸易”“老兵的故事”“探讨中国古代历

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考察中国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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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农作物”“严复、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

化的变革”等新颖、高质量并极具示范性的探

究课题,这无疑大大增强了课程的指导性。在

教学“实施建议”中,也倡导“根据学生的学习

情况,运用主题教学、问题教学、深度教学、结
构-联系教学等教学模式,对教科书的顺序、结
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教学内容进行有跨度、
有深度的重新整合,也可以对必修、选择性必

修、选修的不同模块进行整合,设计出更具有

探究意义的综合性学习主题。”[9]48还建议将必

修课程中国史中的“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

性的文化遗存”与世界史中的“早期人类文明

的产生”整合,将必修课程中的“中华民族的抗

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内容整合,
并提供了如“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学习主

题范例。“主题+探究”的学习活动,以充分发

挥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

核心,不仅利于学生形成纵横联系的历史学习

方法,构建正确的历史认知,还利于学生进行

拓展学习与深度学习,使问题探究与学科核心

素养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学生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的养成,实现学生个性化学习,并为

其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据笔 者 对 部 分 中 学 历 史 教 师 的 调 查,

97.3%的教师肯定探究学习有利于帮助学生形

成核心素养,在高中教学中应该加以推行。但

也有74.6%的教师以“课时太少”为由,认为无

法落实或无法全面落实课程标准中的探究课

题。笔者认为,探究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
应寓于常规教学中,体现于具体课程内容的学

习要求中。
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相近的历史课程内容,

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如我国的“中外历史纲

要”课程中,对于“冷战与20世纪下半期世界的

新变化”这一内容的要求为:通过了解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国

家的变化,认识其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通过

了解冷战时期的典型事件,认识冷战的基本特

征,理解冷战的发生、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之

间的相互影响[9]17。
日本的“历史综合”课程中,对于 D项目

“全球化与我们”下的“(2)冷战与世界经济”内

容的要求为:
利用各种资料,通过课题探究活动,指导

学生掌握以下事项:
知识方面———通过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与

亚非各国、冷战下的地区纠纷,发达国家的政

治发展、军备扩张和核武器的管理等,了解国

际政治的变化;通过西欧和东南亚的地区合

作、计划经济及其影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等,
理解世 界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经 济 增 长 下 的 日 本

社会。
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方面———着眼于

各地域纷争的背景和影响、冷战给各国政治带

来的影响等,通过课题探究活动,比较日本和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及其关系,多方面、多
角度地考察地区冲突和冷战的关系、第三世界

经济政策的特征,说明欧美和苏联政策转变的

原因;着眼于冷战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各地区

联合的背景和影响、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背景

和影响等,通过课题探究活动,比较日本和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多方面、
多角度地考察冷战下的世界经济和地区合作

的特征,说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和社会的

变化[7]。
从以上可以看出,两国均重视基础的历史

知识。我国的“中外历史纲要”课程要求的知

识有: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社会主义

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冷战中的典型事

件,冷战的发生、发展与影响等,这是理解二战

后世界发展变化极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日

本的“历史综合”课程则分别从国际政治的变

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两方面设计知识内容,包
括殖民地独立运动、冷战、西欧和日本经济发

展等,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二战后世界政治和经

济发展的基本面貌。但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

领》还要求学生结合知识内容,“通过探究课

题”进行“比较”,并“多方面多角度”地“考察”和
“说明”问题,将探究学习与能力培养目标更加

明确化、具体化和显性化,从而使探究性学习

更能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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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andInspirationoftheLatestRevisionofJapaneseHighSchoolHistoryCourses

YUANCongxiu
(SouthwestUniversity,SchoolofTeacherEducation,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Japanpublishedthelatestversionof“HighSchoolStudyGuidelineCommentary”inMarch,
2018.ThisrevisionreflectednewtrendsofthedevelopmentinJapanesehighschools,asitwasthe
mostextensiverevisionsinceWorldWarII.Italsoindicatedthechangefrom“liberaleducation”to“vi-
abilityeducation”inJapan.Thenewhistorycurriculuminthehighschool,including“GeneralHisto-
ry”,“ExplorationofJapaneseHistory”,and“ExplorationofWorldHistory”formeda“Compulsory
&Elective,GeneralHistory&SpecialTopics”curriculumsystembasedonhumandevelopment.The
contentsofnewcurriculumhighligh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Japa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
Thelearningstyleof“Theme&Inquiry”wasalsoadvocated.Basedontheanalysisofthecharacteris-
ticsofJapanesehighschoolhistorycourses,thispaperconcludedhorizontalrelationshipbetweenChi-
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andinspirationsincludingmakinginquiringlearningreflectedbycur-
riculumcontents.
Keywords:Japan;historycoursesinthehighschool;qualityandability;inquiring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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