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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

内容概要

《义教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解读:实验稿》内容包括：社会课程研制的背景及其基本思路、《历史
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目标设计、问题讨论及其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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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社会课程研制的背景及基本思路第一章　社会课程研制的背景第一节　国外“社会课”
的现状及改革趋势第二节　我国“社会课”的历史及现状第三节　“社会课”的心理学研究第二章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性质和理念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性质第二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设计理念第三节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编制思路第
二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目标设计第三章　总目标第四章　分类目标第一节　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第二节　技能、能力目标第三节　知识目标第三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
》的主要内容第五章　我们在社会中成长第一节　认识自我第二节　家庭生活第三节　学校生活第四
节　社区（或家乡）生活第五节　大众传媒的影响第六章　我们身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第一节　经
济生活第二节　政治生活第三节　文化生活第七章　我们生活的区域与环境第一节　人口、资源与环
境第二节　区域发展第三节　文化生活第八章　中国历史与文化第一节　古史演进第二节　古代文明
第三节　近代探索第四节　现代巨变第九章　世界历史与文化第一节　古代文明第二节　近代变迁第
三节　20世纪的世界第四节　机遇与挑战第十章　社会探究技能与方法第一节　材料研习和运用第二
节　体验与思考第三节　合作和交流第四篇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的实施建议第十一章　
教学建议第十二章　评价建议⋯⋯第五篇　问题讨论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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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实社会生活是本课程标准设计的基点。本课程标准不是从学科体系出发，也不刻意构造新的体
系，而是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在原有学科基础上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整合。教学内容不是按照学
科体系的逻辑加以展开，而是在学科知识和方法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整合。在西方国家，社会课被称
为social Studies，这个词是复数不是单数，也就是说，社会课的目的是探究社会，而不是一个社会课体
系。历史、地理、公民、法律的学习内容都属于社会探究。从各国的经验教训和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
出发，目前，综合文科课程宜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不是在原有的学科之外再增
加一门新的学科。因此，本课程标准并不是不要学科的概念、知识和方法。而是运用这些概念、知识
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本课程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
知识整合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这种互动中学生才能理解和掌握知识，并运用已有的知识，发现和建构
新知识。　　尊重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强调探究性学习是本课程标准设计的基本原则。本课程
强调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提倡体验、探究、参与、合作、讨论、调查、社
会实践等多种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发展。课程编排贴近学习主体，强调体验和探究过
程，尽量从学生身边的生活和社会现象出发切入主题，充分考虑初中阶段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获得的
过程性。内容标准的许多要求是开放的和过程性的，活动建议不是硬性规定，而是为教学活动特别是
学生的主动探究提供启示。　　二、内容设置的构想.在内容标准中，由《历史与社会》统领着两大探
究学习领域--“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探究”和“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探究”。在两大研究探究领域下又分
别设置五大学习主题。其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探究”分设三个学习主题：我们在社会中成长；我
们身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生活的区域与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探究”由“中国历史与文
化”和“世界历史与文化”两个学习主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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