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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单元教学为例

□ 刘 燕

（广州市南沙区朝阳学校，广东广州 511458）

摘 要：时空观念是学生学好历史知识的前提和基础，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基本方

法。而历史地图具有直观、形象等特点，能展示历史演变的发展进程，历史教材中朝代更替、疆域

变化、各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战争的发展形势等需要用时空观念来加强理解的知识都可以通过地

图语言呈现出来，其效果是文字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对于政权并立且更替频繁学生容易混淆的

时代，通过历史地图来辅助教学，对学生时空观念的构建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关键词：时空观念；历史地图；魏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一段长期分

裂的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是这一时代最显著的

特征之一。理解这一特征要求学生具备非常

强的时空观念，否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到

凌乱。因此，在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四

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

交融》学习时，应该帮助学生构建好时空框架，

以便更好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具体脉络，引导学

生自主形成时空观念。对于这一动荡混乱的

时代，具有直观、形象等特点的历史地图无疑

是构建时空观念的抓手。而什么时候构建？

怎样更好地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又怎样帮

助学生厘清线索、理解时代特点呢？笔者认

为，《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这一

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建契机，运用历史地图

是解决以上问题最好的选择。

本文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

与民族交融》单元教学为例，谈谈如何通过历

史地图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

一、整合教学内容 精心设计单元教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

征：政权分立、人口迁徙、民族交融、江南地区

的开发等等。由于历史线索复杂，学生时空观

的树立显得困难又必要，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提

前做好单元设计。

（一）紧扣课程标准要求设计

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南，不能偏离，在进

行教学设计时必须紧扣课标要求来设计。

2011年版课程标准对于学习“三国两晋南北

朝”的第一个要求便是：“知道两晋南北朝的更

替。”[1]充分说明掌握这一时期时空线索的重

要性和意义。

（二）整合教材内容设计

1.为什么要整合教材内容

统编历史教材由于受到篇幅所限，往往把

生动的历史浓缩成碎片化、纲要化的历史，这

不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历史。《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的时空线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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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一课中呈现，而是分散到单元的前四课

中，虽然教材都给出了明确的主题，整体上体

现了各时期的基本特征，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打破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连续性，存在引

起时空混乱的几个问题：单元内各课呈现的时

空线索互相联系，却又存在重复；本来是连续

的时空线索却跨课呈现；西晋以后的历史呈现

难以体现南北政权的并存。

如果按照正常课程来展开教学，教师不提

前帮助学生构建时空框架的话，对于历史基础

差、联系能力弱的初一学生来讲，在学习过程

中会明显感到吃力，学生思维的混乱不利于教

学目标的完成。

2.如何构建时空框架整合教学内容

根据单元中不利于构建时空线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教师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整

合，在学习第17课《西晋的短暂统一和北方各

族的内迁》最后一个内容时构建时空框架，可

以避免混乱冗杂。

首先，实现短暂统一的西晋在整个魏晋南

北朝中有着承上启下、转折性的作用，它的建

立结束了三国分裂的格局，它的灭亡又开启了

另一段分裂混乱的时期。因此，学好西晋这一

课，有助于理顺西晋之后的线索，理解南北方

政权的基本特征与差异。

其次，西晋之后的政权分立呈现着南北并

存的特点，学生把握三国、西晋的时空概念容

易，一到西晋之后就难，“教学内容的逻辑越严

谨、合理，就越有利于学生进行理解和认

识”[2]，再次说明西晋之后的时空框架要提前

建立好的必要性。

最后，这一课本身呈现的政权多，知识拓

展的内容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更替的情况，基

本展现了西晋以及西晋之后北方的政权更替

情况，只需结合第18课中东晋的兴亡、南朝的

政治和第19课中淝水之战涉及的线索内容就

可以构建框架了。

当然，能够在这一节课上构建时空观念还

包括本身课程容量少等原因，让构建框架有了

时间的保证。框架构建后，在后面的学习过程

中仍需不断温故，以强化学生的时空观念。

二、加强学法指导 引导学生自主形成时

空观念

梁启超曾在《中国地理沿革图》一书的序

言中指出：“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

譬诸筑屋而拔其也。”[3]这充分说明了历史与地

理之间的关系。教师结合地图就一些相关的

历史问题做深度的探讨，既活跃气氛也能培养

学生的能力。下面，结合笔者在教学《西晋的

短暂统一和北方各族的内迁》一课时的设计来

谈谈利用历史地图构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空

观念的方法与思考。

（一）活用《西晋内迁少数民族分布图》，打

开时空观念构建的突破口

《西晋内迁少数民族分布图》（见图 1）是

本课主要的学习资源，在讲述完西晋的建立与

统一等史实之后，笔者就出示了教材上的该图。

图1
根据分布图，笔者设置了一些问题来帮助

学生解读地图，突破本课主要知识点（八王之

乱、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在设问时，笔者对

课程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民族内迁引出西

晋衰亡、十六国与东晋的建立，让教学思路更

加清晰。问题及设计意图见表1。
通过问题，基本解决八王之乱的背景、影

响以及少数民族内迁情况、十六国与东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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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问题

问题一：图中反
映的是哪一个
朝代的历史信
息？这一朝代
处于分裂还是
统一状态？

问题二：西晋时
期有哪些少数
民族内迁？（从
地图上找出）这
些少数民族有
什 么 共 同 点 ？
为什么要内迁？
（结合材料，略）

问题三：他们是
不是在西晋的
时 候 才 内 迁 ？
西晋时，少数民
族内迁到哪里？
（注意看图标、
区分颜色）为什
么在西晋时期
内迁人数占当
地 人 数 的 一
半？（结合材
料，略）

问题四：西晋中
后期，百姓过着
一种怎样的生
活？如果你是
当时的老百姓，
你会怎样？

设计意图

快速给地图一个时间定位是解
读地图的前提，为时空观念的建
立打下基础。由于地图没有完
全呈现西晋的疆域，学生会有

“西晋不是统一的王朝”的错觉，
所以要强调“西晋统一”这一
事实

西晋内迁的民族，学生可以从地
图上找出。由于教材没有说明
少数民族内迁的原因，在教学过
程中也遇到了如吕孔永、徐维兵
老师面对学生提问的尴尬：“老
师，您把少数民族游牧生活描绘
得那么美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内
迁呢？”[4]所以有必要适当结合材
料进行原因分析，为后面问题的
解决做好铺垫

本课在第一、二子目都是讲西晋
的历史，但少数民族内迁却是从
东汉开始的。东汉中后期到三
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争不
断，少数民族逐渐内迁。西晋衰
败，内迁规模加大。学生把握少
数民族内迁的进程，既能联系政
权更替的内容，也能解决西晋衰
败的原因、表现（政治腐败、晋惠
帝昏庸、八王之乱）等，使时空观
念的构建有了突破口

这个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西晋衰
败，尤其是八王之乱的影响，引
出中原人口南迁和少数民族大
规模内迁，最终西晋被内迁的匈
奴人所灭，此后，北方建立了十
多个少数民族政权，连同西南成
汉，称为十六国，南方建立汉人
政权——东晋。从总体上把握
本课第二、第三子目的关系，又
联系下一课的内容

的史实，为时空观念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知识

准备，使得本单元的框架逐渐清晰，历史线索

逐渐明朗。

（二）对比联系两晋南北朝的形势图，建立

时空框架的关键一环

《西晋内迁少数民族分布图》的解读还不

足以体现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此时还

需结合其他地图，比如《东晋十六国形势图》

（见图 2）、《东晋前秦形势图》（见图 3）等。所

以，在解读完《西晋内迁少数民族分布图》之

后，笔者让学生结合图2和图3，说出西晋之后

的政权或时代的名称，并完成表2的内容填写

（斜体字部分为学生所填）。

图2

图3
表2

北方

南方

图1
西晋

西晋

图2
十六国

东晋

图3
前秦

东晋

通过地图比较，学生很清晰地掌握西晋之

后南北方政权的变化，并且明确西晋短暂统

一、十六国与东晋对峙、十六国中前秦曾统一

黄河流域与东晋对峙等史实。这时，学生的时

空观念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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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教师指导学生注意观察图 3，让学

生说出东晋、前秦曾爆发淝水之战，再抛出疑

问：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北方又再陷入分裂，

东晋不久也灭亡了。如果这里还有一个地图，

同学们能否说出前秦、东晋对峙后南北政权有

什么变化吗？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不难说出

淝水之战后，北方进入多个政权更替的北朝时

期，南方前后经历四个王朝的更替，总称“南

朝”。最终，学生的时空观念基本形成。

（三）由历史地图生成朝代更替示意图，巩

固魏晋南北朝的时空观念

在使用地图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地图虽直

观生动，但始终是辅助性的资源，我们对知识

进行书面表达时，不可能把地图画出来。所

以，在构建完时空框架后，我们还需要把地图

内化为实质的示意图，由地图的形象化变为知

识的具体化，以巩固理解、加深记忆。

图 4是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最

常用的一种示意图。

图4
图5是较为简单的示意图。

图5
三、利用历史地图构建时空观念应注意的

问题

（一）要强调地图与地图之间的变化

在使用地图构建时空观念的过程中，教师

要提醒学生注意政权并立、时空重叠等问题，

如南北朝不是一个政权或王朝的称谓，而是南

北出现不同政权的总称。如果南北分开来看，

南朝四个政权是依次继承的关系，北朝存在政

权并存且继承的关系。如果南北结合来看，北

魏曾先后与宋、齐并存，后东魏、西魏曾与梁并

存，最后北齐、北周又与陈并存。可见，我们使

用的任何历史地图都不能完全反映时代变化

的全部过程，只能反映大致的变迁情况。

（二）明确时空变化不仅是简单物理时间

和空间的变化

在阐述时空观时，教师还得明确时空变化

不仅只有朝代或政权更替，还包括疆域变迁、

人口迁移、战争发展形势等等，帮助学生建立

更加全面的时空观。

（三）单纯构建时空框架不能真正形成时

空观念

单纯构建时空框架也不能说明学生已经

形成时空观念，学生还得具备相应的图示表达

能力，能够通过地图或者示意图，结合已学知

识，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才算把课程标准

落实到位，真正形成相应的时空观念。

综上所述，由于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

繁，采取单元整体设计，利用历史地图来构建

时空框架，对厘清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会起到

良好的教学效果。可见，在实际的教学中，教

师要重视历史地图的使用，以促进学生时空观

念的形成和发展，为深入学习历史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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