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史见人 论史求通 学史重法 

——以“日本明治维新”教学为例 

[摘  要]  本课通过讲述福泽谕吉跌宕的人生际遇构建鲜活立体的人物形

象，折射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是以“叙史见人”。借助“黑船

来航”、福泽谕吉学习“西学”、访学见闻和效仿“西洋国家”对待中国方式

等历史细节贯通日本与中国、世界的联系，是以“论史求通”。围绕“人物与

时代”的史学思想方法的示范、模仿与迁移，逐步引导学生习得史学方法，形

成历史认识，是以“学史重法”。 

[关键词]  福泽谕吉  明治维新  叙史见人   

 

於以传老师在2016年上海市中学历史学科中青年教师教学评选活动总结中，

对教师提出建议：要以阅读、教研等方式持续“充电”，加强探究与交流，提升

“叙史”“论史”能力，提高史学基本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应当强化学史重法的

指导能力，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丰富与完善，不断提升教学实效。[1]在上述建议

的指导下，本文以“日本明治维新”一课为例，尝试以“叙史见人、论史求通、

学史重法”的思路进行教学，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教学设计与实施 

导入：纸币肖像 

出示万元面额日币图片，引出本课核心人物，导入新课。 

设计意图：通过熟悉的钱币导入新课，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 

环节一：困顿求生 

借助幕府统治末期地图和《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等级示意图》讲述福泽谕吉

少年时期贫困的成长过程和勤奋的学习经历，从个人与社会的视角，了解幕府统

治末期下层武士困顿的生活状况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设计意图：在特定时空下通过历史细节，了解福泽谕吉的成长经历和幕府统

治时期的社会情况，初步理解个人命运受社会发展的影响。 

环节二：艰难求学 

出示地图和口传史料、自传史料，教师讲述“黑船来航”的史实，结合史料

了解美国舰队强行登陆对日本社会和福泽谕吉个人的影响。借助“兰学塾”遗址



图片，讲述福泽谕吉求学的历史细节，使学生了解其艰难的求学过程、如饥似渴

的求学精神，知道其所学知识均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特点。 

设计意图：了解日本由锁国时代到开港通商的过程和影响，知道福泽谕吉由

学习“儒学”到学习“兰学”的转变，感受其艰辛的求学过程，直观理解个人际

遇受国家命运的影响。 

环节三：西学立身 

了解福泽谕吉到江户后的际遇，借助图片，引出福泽谕吉三赴欧美学习考察

的过程，理解对外交流对其思想发展和办学的推动作用。出示《西洋事情》图片，

介绍其内容与影响，初步了解福泽谕吉在日本西学启蒙方面的促进作用。出示如

下三则史料：[2] 

材料 1：（神奈川衙门的次官）写给亲戚的信里有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

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幕府的官员看到此信……逮捕到幕府城中。 

——《福泽谕吉自传》 

材料 2：船一进港，即说这是幕府用品，不付钱便把鱼拿走……幕府的厨师

擅自把鱼拿走之后，再拿去卖。 

——《福泽谕吉自传》 

材料 3：西方各国的金、银的价值比是一比十五，而日本的金银币比却不是

如此……我也劝过有钱的朋友多买些金币……那个人因为获得不少利益。 

——《福泽谕吉自传》 

小组讨论史料反映的日本社会情况，了解开港通商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

的共同作用下，幕府统治末期的动荡局面，理解倒幕运动爆发的内、外部原因。 

设计意图：理解开放和交流对个人思想发展的作用，通过《西洋事情》的出

版初步理解个人对社会的影响。小组讨论归纳开港通商后的社会情况，知道倒幕

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环节四：教育立业 

出示如下文献史料： 

材料 4：德川幕府末年，勤王派（倒幕派）与佐幕派分据东西……拥护天皇

的一派，其锁国攘夷论比幕府还激烈，因此我也不想加入他们的阵营，只在一旁

袖手旁观。 

——《福泽谕吉自传》 



材料 5：维新前后，我看到国家混乱落后，觉得我们国家难以独立，将来不

知会受到外国人的何种侮辱……不管世上如何动乱，我们绝对不让洋学的命脉断

绝。 

——《福泽谕吉自传》 

教师设问“勤王派与佐幕派分据东西”指的是什么事？福泽谕吉支持谁？他

为什么持中立态度？综合他过往的经历，我们推测他主张什么？面对明治新政府

的邀约，福泽谕吉要不要去做官？他为什么不肯做官？他认为能够解决国家混乱

落后方法是做官吗？解决国家混乱落后的方法是什么？层层设问推动学生梳理

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史实、作用，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巨变中福泽谕吉

的人生抉择，感受其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教育的坚持。引导学生比较明治维新措施

和《西洋事情》内容，结合《劝学篇》发行情况，理解福泽谕吉的影响力不断攀

升，对明治维新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研读日本贸易数额变化曲线图，比较明治

维新前后经济发展变化，了解日本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摆脱落后面貌的史实。

[3] 

设计意图：依据福泽谕吉人生抉择和庆应义塾的发展过程，了解倒幕运动和

明治维新的基本史实，知道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观理解人

物对时代变革的促进作用。 

环节五：以笔为戈 

出示《脱亚论》、《时事新报》摘录等史料：[4] 

材料 6：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

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脱亚论》 

材料 7：旅顺大捷，外国人称我杀戮甚多……然据我辈视察所知，迄今为止，

言我军屠戮无辜支那人者，纯属毫无形迹之误报。 

——《旅顺杀戮，无稽流言》 

材料 8：“将全岛住民尽数赶往境外也在所不惜”“彼等蜂起，乃不知日本军

力之故，是以若有丑类流露反抗行迹，可尽数诛戮，不留一人”。 

——《时事新报》摘录 

设问此时西洋人对中国的态度方式是什么？福泽谕吉殖民扩张思想变本加

厉的表现是什么？结合教师讲述福泽谕吉为侵略战争募捐的史实，理解其思想转



变、发展的表现和对日本走向侵略扩张道路的引领作用。 

设计意图：通过福泽谕吉的思想变化，了解日本从富国强兵走向对外侵略扩

张道路的演变。感受个人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引领作用。 

环节六：总结 

教师示范表述：少年福泽谕吉受幕府森严等级制度“制约”，尽管接受良好

儒家教育，仍过着困顿的生活，体现了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小组讨论福泽谕吉的

人生际遇和日本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模仿完成结构板书，画出箭头的

方向，填上表示“关系”的词语，并做出合理解释。通过课堂练习掌握“时代决

定和影响个人命运，个人思想又引领时代变革”的分析方法（见图 1）。 

 

图 1  “人物与时代”结构板书 

 

设计意图：立足本课习得的史学方法路径，完善对“人物与时代的关系”的

认识。 

 

二、案例分析 

（一）叙史见人——刻画立体人物，达成教学立意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与本课相关的内容要求为“通过了解美国内战、

日本明治维新、俄国1861年改革等史事，初步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学业要求为“能够了解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和现象，找出重要史事之

间的关联，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教学提示又指出“使学生认识资本主义

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野蛮性、残酷性和扩张性”。[5]综合上述要

求设定本课教学主旨为“19世纪中期，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共同作用下，日

本社会陷入剧烈动荡，福泽谕吉置身其中，迅速完成了从崇尚“汉学”“兰学”

至于“西学”的转变，诉求也从民主平等变为殖民掠夺，其身份与主张的变化，



从个人层面勾勒了日本社会转型的历程。” 

福泽谕吉出身下层贵族，因早年丧父生活贫困。少年时期他勤奋读书，通晓

儒学，成为小有名气的“汉学家”，却无法改变困顿的生活，借此引出幕府统治

时期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背景。青年时期，福泽谕吉受到日本开港通商的影响，

离开闭塞落后的中津藩去往长崎、大阪学习“炮术”。因锁国时代只允许和荷兰、

中国通商，荷兰成为日本了解西方社会的窗口，福泽谕吉转求兰学，四年苦读后，

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兰学家。因在刚刚开埠的横滨听不懂语言遇挫，他认识到兰学

的不足，转而勤学英语。游访欧美中他视若珍宝的器物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弃若敝

履，巨大的心理冲击转变为在日本进行西学启蒙的动力，通过办学、出书，成就

个人教育事业的同时，也为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年福泽谕吉作为著名的

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出版《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多部著作，促使明治

维新后日本社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富国强兵。因目睹大量外国人横行

霸道的行为，晚年福泽谕吉认为轻飘飘的友好条约远不如坚船利炮有用，变成狂

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率先提出“脱亚论”，引领日本社会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其煽动“人种灭绝、获得土地”的言论和募捐巨额军费的行为对甲午中日战争产

生巨大的影响。 

福泽谕吉一生思想发生多次转变，从德川幕府时期专儒学、求西学、开学校、

访欧美、启西学、持中立到明治维新时期弃做官、办书报、鼓战争，他跌宕起伏

的人生际遇是日本从锁国时代到开港通商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巨变的

缩影。他对平等和民主的期待、对殖民掠夺的狂热，凝聚着整个日本社会的诉求

与矛盾，也折射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二）论史求通——关注历史细节，贯通古今内外 

除了立足福泽谕吉人生际遇的转变外，本课关注历史细节，通过研读史料层

层设问引领学生贯通既有知识，建立联系与发展的历史意识。 

纵向来看，通过出示福泽谕吉少年时期阅读书目，设问“即使在闭塞的中津

藩都有大量儒家文献，说明什么？”了解“儒学”对幕府统治时期日本社会的深

远影响。出示福泽谕吉转求“兰学”的史料，设问“为何炮术要学习荷兰流派？”

了解锁国时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兰学”的影响。教师讲述福泽谕吉横滨遇挫，

设问“为何他听不懂语言，也看不懂文字？”了解开港通商后日本社会由“兰学”

转求“西学”的变化。从庆应义塾购买土地设问“明治维新还有哪些措施？”结



合图表掌握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史实。研读《脱亚论》和《时

事新报》，设问“福泽谕吉对外扩张的思想变本加厉体现在哪里？”知道日本走

上殖民扩张道路的发展过程。 

横向来看，通过福泽谕吉从“儒学”到“兰学”的变化，理解19世纪前半期

中国和西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了解“黑船来航”对日本人的心理冲击、福泽谕

吉游访欧美见闻等历史细节，带领学生直观比较19世纪中期日本和西方社会在政

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通过教师讲述兰学塾的学习内容，设问“此

时西方社会是什么情况？”理解工业革命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设问《脱亚论》中

“此时西洋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方式是什么？”引导学生思考19世纪后期的西方、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联，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形成

直观认识。在讲述日本快速跻身资本主义强国原因时，教师亦是直接指出第二次

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 

（三）学史重法——史学方法引领，完善学习路径 

本课教学设计围绕“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一史学方法，环节一到环节二体

现了特定时代对个人命运和思想的影响，环节三反映了个人思想从被历史变迁影

响到促进时代发展的转变，环节四到环节五反映了个人思想对历史发展的引领作

用。环节六教师示范福泽谕吉少年时代“时代对人物的影响”，请学生模仿完成

“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作业设计“查找还有哪些历史人物在明治维新中发挥重

要作用，分析其与时代变革的关系”，再次巩固这一史学方法。 

除“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一主线外，本课还引用民谣、文献、图表、实物

等多种类型的史料。研读民谣“上喜撰（蒸汽船）唤醒太平梦，喝上四杯便难再

眠”了解“黑船来航”引发的民众心态和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分析福泽谕吉自

传中关于幕府统治末期社会情况的文献，指导学生分视角归纳倒幕运动前社会的

政治、经济、思想情况。比较《西洋事情》和明治维新措施的相同之处，理解福

泽谕吉的思想对明治维新的促进作用。分析《日本的贸易》图表掌握明治维新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史实。通过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址直观理解明治维新带来的社

会变化。比较福泽谕吉在《脱亚论》和甲午战争时期的主张，归纳其殖民扩张思

想变本加厉的表现等等。 

三、教学反思 

在区公开课的执教过程中，受限于个人语言风格和表现能力，本课未能够达



到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神入福泽谕吉的生活情境，参与人生抉择的效果。日后的

教学工作中，笔者将有意识的关注这一短板，在教学实践中加强练习，以期提升

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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