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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课程标准（2006 年） 

 

课程简介 

历史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所研究和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及规律，其中包含了对历史知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

解。在中学阶段的历史教育，除了提高学生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外，还让学生在获得了重要的历史概念之后，逐渐形成历史思维，从

而能以较全方位的角度理解和诠释人类从个体以至团体作为，逐步建立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并且养成积极的情感、

良好的意志品德、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人文素养，以达致历史教育的终极目标。 

 

本课程标准之制定，除配合独中教改之需要外，也是对现行初中历史教材内容的检讨；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理论要求学校教育训练和

培养学生自我探究、终生学习、创意思考的能力，传统的“背多分”考核方式、知识量庞大的教材和满堂贯的教学方式，将无法满足

21世纪出生、长大的孩子的需要，也违背了现代的教育观。因此在制定标准时，致力导正这种弊病，尽量减少知识量，增加让学生动

手做、多思考、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课业，并设计便于教师采用的一些教学法，使历史科变得有趣及利于学习。 

 

课程构思 

基于华文独中办学的目的和特殊性，独中历史科的内容必须兼顾国家课程纲要和华族文化历史，因此除了本国史之外，尚包括世界史、

东南亚史和中国史。但人类历史发展漫长悠远，在短暂六年的中学基础教育中，如何筛选、组织各区域历史知识成为中学历史课程编

制者的挑战。为了改善历史科知识庞杂、臃肿的问题，在教材内容的组织和选择方面要求根本性、基础性和本质性，使学生得以借助

精选的教材，获得人类社会的精华经验。 

 

目前历史科在华文独中的课程编制中，初中属于必修科，高中分流后则成为选修的科目。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区分高初中的内容。

理想的课程内容呈现方式为螺旋式编制，初中按编年体例介绍重要的历史事件，让学生拥有最基本的历史时序概念和知识，以及掌握

历史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建立他们对人类历史知识认识的基础。高中则按国别史体例，专题式深入剖析各区域的历史事件，以作为思

考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初中历史教材根据严谨的历史发展顺序编排，以致学生无法很好联系各区域事件之间的关系；此外由于编写时强调史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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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教材内过多的史料堆积，学生学习负担极重。为改善这些问题，本次初中历史课程尝试打破历史学的严谨时代顺序要求，以知识

的重组为原则，以事件为纲，介绍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及其影响，希望能让学生在初中阶段即能掌握对现今世界、国家社会和民族发

展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不至于与高中课程重复太多，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除了静态的史实介绍之外，课程内加入了动脑筋的相应内容，结合现实，让学生思考有关事件带给人类的影响，使历史学习活起来！

另一方面，配合已在实施中的统考作业报告，新标准在初一课程即加入了作业报告的指导内容，适当引导学生逐步掌握作业报告的方

法。在实践操作方面，三册每一单元都要求学生作一篇字数要求不高的小报告，让学生熟悉整理、摘取资料的方法。 

 

课程目标 

独中各科课程都有其课程目标，其中历史科在 1991年定下的初中历史教学目标可作为独中初中历史课程的指导方向： 

（一）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学习兴趣； 

（二）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培养科学、民主和法治精神以及正确的世界观； 

（三）认识我国建国的过程，加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四）了解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亲善团结； 

（五）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为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奠定基础。 

这些课程目标，可以对应 2005 年发表的《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改革纲领》提出之“独中教育目标”，以实现独中学生在自我、

家庭与群体、民族与社会、国家与世界四个领域的 15 项指标。此外，作为马来西亚中等教育的一环，上述目标也与国家 2003 年修订

的历史教育目标接近。 

 

教学目标 

在宏观的课程目标底下，还需要具体的教学目标引导教学，以达致历史科的课程目标。以下所列教学目标主要依据布鲁姆（Bloom）的

“教育目标分类法”罗列，分为认知、情意和技能三方面，方便教师设定教学方向。当然，历史科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不容易以

细致行为表现和要求看待学生的学习结果，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建议教师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成长和进步，从各方面观察学生的

学习成效，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教学的目标。 

 

一、认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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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沿续小学所学的历史知识，呈现我国更完整的历史面貌，使学生对我国历史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2．通过学习本国史及其他区域史的基础知识，认识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3．知道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发展特征及其趋势。 

4．认识我国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现今我国社会的构建背景、我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以及了解我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和文化特点。 

5．认识华人在我国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6．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学习中认识及了解华人传统文化、习俗的由来。 

 

二、情意目标 

1．明瞭历史学习与现今生活息息相关，初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 

2．逐步培养爱护国家的情操，并初步建立捍卫国家尊严和民族权益的意识。 

3．建立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传承中华文化。 

4．察觉并尊重不同民族间的歧异，同时引导尊重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 

5．逐步培养民主素质、法治观念以及负责任的世界观。 

6．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中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

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技能目标 

1．能逐步从历史经验中，举例说明或简单诠释，进而提高思考能力。 

2．学会按时间顺序观察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启发学生探究之兴趣。 

3． 学会收集相关资料，能够选取、组织和运用相关资料，有条理的表达出来。 

4．以理性的态度分析、定义和评价本国历史甚至外国史的各个事实。 

5．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课时分配 

以一周 2 节，每节四十分钟的时数授课，分三年教完。本系列教材以 180 节的三年总课时编写，教师可自行调整授课时数，以照顾学

生较广泛的兴趣、辅导能力较弱的学生、指导作业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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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大纲 

初一册 

单元 教学要点 重要概念 学习目标 授课节数 说明/备注 

1．历史和历史学

习 

 

 

1 历史是什么？ ·历史定义 

·为什么要学习历

史？ 

 

·时间 

·因果 

·转变与延续 

·知道历史的定义和它

对社会现实所起的作

用 

·培养爱国精神及民族

自信心 

2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历史的基本要素——

人、时、地，过去与现

在的关系，其中以掌握

时间的概念为主；同时

也让学生掌握基本研究

历史的方法，如分辨史

料、历史年代的计算等

等。 

2 历史怎样学 ·历史的基本内容 

·历史时期的划分 

·历史资料的种类

与辨明 

·撰写历史报告的

方法 

·资料与证据 

·公元与纪年 

·史前和信史 

·报告的撰写方法 

·能够举例说明历史资

料的种类 

·知道基本的历史年代

计算法 

·懂得基本的收集和整

理资料的方法 

·知道学习历史知识的

基本方法 

3节 

2．人类文明的开

始与世界四大古

文明 

 

 

1 石器时代 ·旧、中及新石器

时代的区分 

·器具的使用 

·游牧与定居 

·知道人是不断发展和

进步的 

·认识农耕与定居对人

类发展的影响 

1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人类不断创造、革新以

至进步的过程，是一种

持续发展的概念，鼓励

学生创新、发展。 

学生应学会欣赏四大古

文明的遗产，进而懂得

古迹保存的重要性。 

2 文明的产生 ·文明的产生 

·文明的分布及其

原因 

·文明特点 

·河流与人的密切关

系 

·认识文明的特点 

·知道文明的分布地点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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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两河文明与尼

罗河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 

·文字与法典 

·法老与金字塔 

·阳历 

·兴起与没落 

·法律 

·文字 

 

·认识西方文明的起源 

·认识两大古文明对人

类发展的贡献 

2节  

4 印度河文明与

黄河文明 

·雅利安人与种姓

制度 

·印度文明与东南

亚的关系 

·黄帝与人文初祖 

·夏、商、周文化 

·种姓制度与阶级 

·文学史诗的价值 

·印度化国家 

·传说 

·朝代的更替 

·认识东方文明的起源 

·认识两大古文明对人

类发展的贡献 

·认识印度河文明对东

南亚的影响 

3节 

3．世界三大宗教

信仰 

 

 

1 佛教 ·起源 

·教义 

·传播 

·影响 

·释迦牟尼 

·苦和欲望 

·大小乘佛教 

 

·认识佛教的基本内容 

·知道佛教的传播地点 

·知道我国佛教的现况 

3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世界上大多数人信仰的

宗教意涵，传达各宗教

追求真、善、美的人生

价值。 

2 基督教 ·起源 

·教义 

·传播 

·影响 

·上帝与耶稣 

·一神教 

·基督教在欧洲的发

展 

·认识基督教的基本内

容 

·了解基督教在欧洲世

界的地位 

·知道我国基督教的现

况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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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伊斯兰教 ·起源 

·教义 

·传播 

·影响 

·阿拉与穆罕默德 

·一神教和五功 

·伊斯兰帝国 

·伊斯兰文化 

·认识伊斯兰教的基本

内容 

·知道伊斯兰教在西亚

地区的影响 

·认识阿拉伯的重要文

化遗产，并能欣赏及珍

惜之 

·知道伊斯兰教在我国

的现况 

4节  

5．辉煌的马来半

岛王国 

 

 

1 马六甲王国 ·兴起与强盛 

·与中国明朝和暹

罗的关系 

·成为伊斯兰教中

心 

·灭亡 

·葡荷殖民统治下

的马六甲 

·冲突与外交 

·伊斯兰教化 

·宫廷内乱 

·商业竞争 

·殖民统治 

·认识马六甲王国的历

史发展 

·认识伊斯兰教在我国

的传播过程 

·知道马六甲王国是马

来民族伊斯兰教化之

后的第一个重要王国 

·认识葡荷殖民统治的

经过、手段及影响 

5节 本单元衔接上一单元中

有关伊斯兰教的发展，

看我国如何成为一个伊

斯兰教国家。让学生认

识我国历史上辉煌的马

六甲王国、之后的柔佛

王国的兴衰，吸取经验

教训。同时也介绍马来

人的风俗和传统，促进

种族间的了解。 

2 柔佛王国 ·建国经过 

·三角战争 

·占卑之战 

·复国需求 

·商业竞争 

 

·认识半岛其他土邦与

马六甲王国的关系 

·认识在马六甲海峡上

爆发的百年战争对三

地的影响 

·认识武吉斯人与柔佛

的关系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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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马来社会与文

化 

·政治行政制度 

·传统经济制度 

·传统习俗 

·文字演变 

·马来文学 

·行政制度 

 

·认识马来民族的文化

传统，增进民族理解 

2节  

5．中国近代以前

的政治发展与文

化特色 

 

 

 

1 中国近代以前

主要的政治发展

阶段 

·封建与大一统（西

周至汉朝） 

·分裂与再统一（魏

晋至唐宋元） 

·专制王权的最高

峰（明朝至清前期） 

·封建 

·大一统 

·分裂 

·民族融合 

·专制王权 

·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

发展顺序、重要人物与

事件 

·知道各朝代重要的政

治制度和发展 

·认识中国重要的对外

交流情况 

9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史

的发展，先从政治的演

变看其文化的进步，以

及其对外关系。重点在

文化和对外关系，从中

了解华人传统的价值，

使在多元民族社会中寻

找到自身民族的自尊。 2 中国近代以前

的重要文化遗产 

·学术思想——儒、

道、墨、法 

·宗教信仰——自

然与灵魂崇拜、道

教和佛教 

·文学与史学·艺

术——绘画、雕塑、

书法和音乐 

·科学技术——四

大发明、建筑、天

文历算、医学、农

学 

·学术思想 

·中华文化 

 

·认识中国古代的重要

文化遗产 

·认识中华文化的根

源，学习欣赏及维护之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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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欧洲近代以前

政治发展与文化

特色 

 

 

1 欧洲近代以前

的政治发展阶段 

·希腊城邦政治 

·罗马共和政治与

法律制度 

·教会控制下的欧

洲 

·文艺复兴的意义

和精神 

·宗教改革 

·地理大发现 

·民主与法治 

·欧洲的封建制度 

·海外探险 

 

·认识古代至近代欧洲

历史的发展 

·认识近代欧洲形成的

过程 

 

8节 本单元是学生认识欧洲

近代发展的重要部分，

为学生在初二时了解欧

洲称霸世界的史实做注

脚，从而带出进步与发

展来自人的自信的教学

信息 

2 欧洲近代以前

的重要文化遗产 

·宗教 

·哲学思想 

·文学与艺术 

·建筑与科技 

·哲学 

·科学 

·认识欧洲古代的重要

文化遗产，从而学习欣

赏和珍惜之。 

4节 

    总节数 64节  

 
      

初二册 
      

单元 教学要点 重要概念 学习目标 授课节数 说明/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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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世纪至 19

世纪欧美的变革 

 

 

1 政治上 ·英国的君主立

宪政治 

·启蒙运动 

·美国独立与其

三权分立政治制

度 

·法国大革命与

民主共和思想 

·拿破仑称霸欧

洲 

·君主专制 

·君主立宪 

·自由、平等、主权

在民 

·革命 

·司法、行政和立法

权的分立 

·专制和民主共和 

·欧洲大一统 

·认识现代政治制度的

起源和其主要内容 

·能举例说明这些事件

对世界的影响 

·认识民主与法制的起

源，建立初步的优良社

会人的品格 

·认识美国民主制的发

展历程，进一步加强转

变与持续的关念 

14节 本单元让学生认识目前

世界普遍使用的政治制

度的起源及其重要精

神、现今社会现象和生

活形态改变的由来，进

一步加强持续发展的概

念。在教学时宜让学生

掌握欧洲兴起的原因，

以便衔接下一单元。 

2 经济及社会 ·工业革命 

·新帝国主义的

兴起 

·社会主义思想

的兴起 

 

·生产方式的改变

（机械取代人力） 

·新帝国主义与帝国

主义 

·认识世界格局的转变 

·认识生产方式的改变

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

响 

·掌握新帝国主义对其

后世界局势的影响 

5节 

2．新帝国主义威

胁下的亚洲国家 

 

 

1 中国近代的政治

与文化发展 

 

 

·帝国衰微——

鸦片战争 

·尝试自强——

洋务运动与维新

变法 

·帝制崩溃——

辛亥革命与中华

民国的成立 

·东南沿海人民

迁居海外 

·教育与文化 

·闭关与开放 

·商业竞争 

·维新与自强 

·革命 

·民主与科学 

·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

重要历史发展 

·认识华人先辈从中国

迁居南洋的原因 

 

6节 本单元分两部分，其一

探讨中国在 19世纪中叶

开始的一系列西方入侵

的战争，以及最后如何

摆脱帝制，走向共和的

经过，从中了解我国先

辈南来的其中一个背景

因素。 

其二集中探讨欧洲在

18-19 世纪在亚洲范围

内的殖民侵略，看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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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亚及东南亚各

国成为欧美殖民地 

·欧洲国家的殖

民竞争 

·英国占领印度

和缅甸（三次英

缅战争） 

·法国占领印支

三邦 

·荷兰殖民统治

下的印尼 

·西班牙和美国

在菲律宾 

·暹罗的维新自

强 

·欧美势力划分 

·殖民统治 

·自强 

·认识东南亚邻国在新

帝国主义下所遭遇的

殖民统治 

5节 人民是如何抗拒这股侵

略，以及殖民统治带给

当地人的痛苦，传达殖

民的罪恶及国家的自主

的重要性。 

3．我国面对英国

势力的入侵 

 

 

1 海峡殖民地的组

成 

·英国势力扩张

的原因 

·英国取得槟榔

屿与新加坡 

·《英荷条约》的

签订 

·海峡殖民地的

组成 

·地理位置 

·占领与殖民 

·莱特与莱佛士 

·海峡殖民地 

 

·认识这段史实是英国

势力进入马来亚之始 

·能理解《英荷条约》

对我国及东南亚的重

要意义 

4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我国近代史，从如何受

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引

导学生正确看待殖民统

治带来的问题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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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国开始干涉马

来土邦 

·背景（马来半

岛西岸锡矿的开

发） 

·拿律战争和《邦

咯条约》 

·雪兰莪内战（叶

亚来） 

·森美兰和彭亨

接受参政司制度 

·马来联邦的组

成 

·工业革命的影响 

·内耗的影响 

·参政司制度 

·马来联邦 

· 

·认识英国势力逐步进

入半岛的原因 

·认识《邦咯条约》对

我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5节  

4．我国全面受英

国的殖民统治 

 

 

1 马来属邦 ·吉打、玻璃市、

吉兰丹、丁加奴

从暹罗藩属成为

英国控制下的土

邦 

·顾问官制度与

马来属邦 

·柔佛的自强 

·马来属邦 

·开发与改革 

·认识英国全面控制半

岛的过程 

·能说明马来联邦和马

来属邦的组成成员及

其结构不同之处 

·认识柔佛历史发展的

特殊性，及华人对其开

发的贡献 

3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英国如何全面控制马来

半岛和东马，并从当时

的反殖民统治抗争中，

认识殖民统治对本地人

造成的痛苦。另外，本

单元也介绍了柔佛自强

的经过，从中灌输学生

惟有自强才能抵挡外来

侵略势力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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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砂拉越和沙巴 ·砂、沙早期历

史和民族简介 

·砂、沙与文莱

和苏禄王国的关

系 

·布洛克家族在

砂拉越的统治与

发展 

·英国北婆渣打

公司在沙巴的统

治与发展 

·白人拉惹 

·特许（渣打）公司 

·认识砂拉越在白人拉

惹统治下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发展 

·认识沙巴在英国北婆

渣打公司统治下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4节  

3 反抗殖民统治的

努力 

·砂拉越石隆门

事件 

· 霹 雳 Dato’ 

Maharaja Lela 

·北婆末沙烈抗

英事件 

·彭亨反英事件 

·吉兰丹督央谷

抗英事件 

·登嘉楼农民运

动 

·其他抗英努力 

·反殖民统治 

·税收权 

·认识英国早期殖民统

治所遭受到的反抗行

动 

·认识这些人物的伟大

事迹，从中学习其优良

品性 

·提升爱国意识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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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在英国统

治下的经济、社

会与教育发展 

 

 

1 经济发展与社会

变革 

·胶锡业的兴盛 

·华裔先贤的贡

献 

·城市及交通运

输业的开发 

·多元民族社会

的形成 

 

·分而治之 

·殖民地经济对宗主

国的贡献 

·认识胶锡业曾经给英

国殖民政府带来巨大

的经济利益，并为马来

亚的繁荣与安定带来

一定的影响 

·认识我国多元民族社

会结构形成的背景 

5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在英殖民统治下，为了

榨取资源所展开的社会

经济建设，了解我国多

元民族对这块土地的开

发所曾作出的贡献。 

2 教育与文化发展 ·四大源流教育

的开始与发展 

·20 世纪初的报

章和文学 

·教育 

·民族语言 

·认识我国四大源流教

育发展的情况 

3节 

    总节数 58节  

       

初三册 
      

单元 教学要点 重要概念 学习目标 授课节数 说明/备注 

1．20世纪的两次

大战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民族主义的兴

盛 

·殖民竞争 

·军事结盟 

·巴黎和会与国

际联盟 

·民族主义 

·军事结盟 

·和平 

·认识人类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大范围的战争

爆发的原因 

 

5节 本单元回顾了两次世界

大战发生的原因和结

果， 对发动战争的国

家，可以原谅，却要谨

记不可重犯，提醒学生

和平的重要，应该致力

于维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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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经济大恐

慌 

·法西斯极权国

家的兴起 

·战争经过及结

束 — —欧 洲 战

场、太平洋战场 

·战争的破坏与

影响 

·军事结盟 

·侵略扩张 

·冲突 

·法西斯 

·极权国家 

·认识战争对人类社会

的残害，吸取教训，避

免重犯 

·认识日本侵略的野心

和目的 

·认识苏联兴起的经过 

6节  

3 联合国与冷战 ·联合国的成立

宗旨与作为 

·美苏两大军事

集团的崛起 

·冷战内容 

·和平努力 

·军事集团 

·超级强国 

·意识形态 

·霸权 

·认识联合国的成立经

过、组织及其作为 

·认识二战后冷战的背

景、内容 

3节 

2．第二次世界大

战与马来亚联合

邦的成立 

 

 

1 日本侵略马来半

岛和北婆罗洲 

·日本入侵我国 

·军政统治 

·社会经济 

·教育文化 

·抗日团体 

·军事侵略 

·战争冲突 

·抗日 

·认识战争带给人类社

会的痛苦和破坏，教会

学生珍惜和平 

·认识华族先辈在这段

时期的惨痛经历，让学

生对这段历史“可以原

谅，但不能忘记”。 

·认识抗日部队的英勇

事迹，尊重并学习这些

先辈无私奉献的情操 

5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马来亚在二战时期的社

会、经济情况，进一步

加强单元一所强调的维

护和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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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马来亚联邦与马

来亚联合邦 

·马来民族主义

及重要代表（组

织与人物） 

·马来亚联邦计

划的提出 

·马来人的反对

与巫统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

的内容及成立 

·马来民族主义 

·马来亚联邦 

·马来亚联合邦 

·公民权 

·认识马来民族主义的

兴起与发展经过 

·认识二战后我国的政

治变迁 

·认识我国最大政党

——巫统的成立经过 

·能辨别马来亚联邦与

马来亚联合邦的不同 

3节  

3．马来亚联合帮

独立与马来西亚

联合邦的成立 

 

 

 

 

 

 

 

 

1 紧急状态 ·马共的独立武

装斗争 

·英殖民政府的

剿共措施 

·选举制的推行 

·华巫印三民族

的联盟 

·联盟与 1955年

自治大选 

·华玲会谈 

·殖民地经济对宗主

国的重要性 

·紧急状态 

·武装斗争 

·新村 

·身分证 

·联盟 

·自治 

·选举制 

·认识马共的斗争对促

进马来亚联合邦的独

立的作用 

·认识英殖民政府对马

共采取的各种措施 

·认识华人新村产生的

原因 

·认识东姑对独立的贡

献 

3节 本单元传达先辈为独立

所付出的努力，三民族

先辈同心协力的精神是

我们后辈学习的对象，

并了解独立当家作主对

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 

 

 

 

2 马来亚联合邦的

独立 

·宪制谈判 

·国家独立和宪

法 

 

·东姑阿都拉曼 

·宪法 

·独立 

·认识我国三大民族政

治合作的原因 

·能说出我国宪法的重

点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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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马来西亚联合邦

的成立 

·战后新加坡自

治、北婆和砂拉

越的让渡 

·概念提出的原

因 

·民意调查 

·文莱的叛变 

·菲、印的反对 

·新加坡独立 

·主权让渡 

·自治 

·组成单位 

·民意调查团 

 

·能说明马来亚联合邦

与马来西亚的最大差

别 

·认识马来西亚成立的

经过 

 

3节  

4．马来西亚的当

代发展 

 

 

 

 

 

1 “五一三”事件

及政治转变 

·发生背景 

·政治转捩点 

·国阵的出现 

 

·种族间经济发展差

异 

·冲突 

·认识我国当代众多政

策实施的根源 

·知道“五一三”事件

发生的原因 

·知道“五一三”事件

后的政治演变 

2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我国国土分隔两块的原

因，影响我国现代社会

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

带出民族之间的理解的

必需性，也认识作为国

家的组成分子，要求合

理、公平对待母语教育，

是国民的权利之一。 

2 经济发展概况 ·新经济政策的

推行及影响 

·国家发展政策 

·消除贫穷 

·重组社会 

·计划经济 

·认识新经济政策的实

施背景和目的 

·认识政府执行新经济

政策的措施 

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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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国家教育文化的

发展和战后华文教

育之路 

·马来亚联合邦

的教育政策 

·马来西亚成立

后 的 教育 政 策

（至1996年教育

法令） 

·林连玉与母语

教育 

·独中的出现 

·国家文化政策 

·单元化政策 

·教育法令 

·教学媒介语的争论 

·改制 

·华文教育 

·华文独立中学 

·国家文化 

·认识单元化教育在我

国教育史上的推展过

程 

·认识独中产生的历史

背景，从而珍惜现有的

资源，爱护学校，将来

回馈母校 

·认识国家文化的内容 

4节  

4 国际关系 ·东盟 

·共和联邦 

·联合国 

·伊斯兰联盟 

·不结盟运动 

·国际关系 

·区域联盟 

·认识我国在国际社会

的地位 

·认识我国与其他世界

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认识国际组织对国家

的利益 

2节 

5．二战后亚洲的

新局面 

 

 

1 东亚 ·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 

·台海对峙 

·日本战后的经

济发展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区别 

·改革与开放 

·民主化 

·科技立国 

·认识当代中国的形成

及其政治发展 

·认识战后美国对日本

的政治改造及日本的

经济发展 

4节 本单元把焦点集中在亚

洲，了解二战后的各国

如何摆脱殖民的统治，

认识各国不同的争取独

立的过程，从而珍惜现

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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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南亚 ·甘地与不合作

运动 

·印度和巴基斯

坦独立 

·印度独立后的

发展 

·不合作运动 

·宗教对立 

·自治与独立 

·认识当代印度的政治

发展 

·认识甘地对印度独立

的贡献 

3节  

3 东南亚邻国的独

立与发展 

·促进东南亚邻

国独立的内外因

素 

·暹罗 1932年革

命（比里）及频

繁的军人政变 

·菲律宾的独立

及发展 

·缅甸的民族运

动与独立（昂山） 

·印尼的民族运

动与独立（苏卡

诺） 

·印支三邦的民

族 运 动与 独 立

（胡志明） 

·民族自决 

·不流血革命 

·各国主要民族运动

团体及代表人物 

·军人专政 

·认识东南亚各国的独

立经过 

·认识东南亚各国独立

的发展 

 

7节 

6．当代世界的发

展 

 

 

1 区域统合与世界

新格局 

·欧洲联盟 

·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 

·世界新格局的

出现 

·区域统合 

·世界格局 

·认识欧洲联盟的成立 

·认识当代世界的政治

发展趋势 

2节 本单元主要让学生认识

二战后以至当代世界的

重要发展趋势，扩大他

们对时事的认识，逐步

建立多角度分析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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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代科技、社会

与文化 

·科技发展（核

能、电子通讯、

生物科技、太空

探索） 

·社会文化（全

球化、艺术等） 

·环境污染与保

护 

·古迹保护 

·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 

·环保与再循环 

·认识当代社会生活主

流的发展过程 

·认识永续发展的重要

性，进而珍惜地球的资

源 

2节 态度。 

    总课时 58节  

 

教学评量 

教学评量是历史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进历史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评量主要根据标准提供的内容大纲，以

及教材内容，考察学生在历史知识、历史技能的掌握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变化等方面是否达到标准的要求，同时还要注意考察学生

历史学习的过程与方法，避免将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唯一的评量内容，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提高。 

 

对学生历史学习业绩的评量应该灵活采用各种方法，避免以笔试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量方法，可综合采用观察、记录、讨论、

作业、测验、考试、档案、自我评量等多种方法进行。评量结果要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时改进学生的学习。根据教学阶段性的特

点，可以把历史教学评量分为以下几种：课堂教学评量、单元教学评量、学期教学评量、学年教学评量等。不同教学阶段的评量，应

有相应的目的、范围和方法，如：课堂教学评量主要针对一节课的学习目标，而学期教学评量则是系统考察学生一学期教学目标的达

成情况。以下介绍几种值得借鉴的评量方法： 

 

一、学生个人作品档案袋 

收集学生个人的历史学习作品，建立档案，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进行评量。个人作品档案通常收集经过学生选择的历史作品，也可以收

集和历史学习有关并能反映学生成就的材料，如每单元设置的作业。每件作品最好有教师、家长、同学和自我的评语，评语应该突出

学生历史学习的特长和优点。师生在建立此类档案时应确定起止时间，一般按一个单元或一个学习主题为单位收集历史作品。档案可

以保留在相应的文件夹或档案袋内，也可以保留在学生作业本里。学生本人是建立档案的主要参与者，教师应提出要求并给予适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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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生通过协商来确定档案内容，并让学生自己管理档案。学生以评量对象和评量者的双重身份参与评量过程，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主体作用；同时，让学长参与评量过程，调动了家长的积极性，是一种可以广泛推行的评量方法。 

 

二、观察法 

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表现并加以记录，对学生历史学习的成效做出较为全面的评量。观察法有自然观察、

选择观察和实验观察等几种。观察记录也有各种方法，如设计观察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在知识、技能、行为和情感等方面

的变化，观察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了解

自己的进步。例如：对学生在专题讨论会上的各种表现，如探究问题、语言表达、人际交流、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方式方法、对有关

课题的态度等，进行观察，及时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记入表格，作为整体评量学生历史学习成绩的依据。 

 

三、活动法 

通过活动评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可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特点和教学条件等，以学生自主活动、直接体验为基本形

式进行活动，如历史知识竞赛、制作历史图表、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等。通过活动，可以了解学生对历史的直观认识，考察学生综合

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发展学生的良好个性。 

 

四、学生自我评鉴法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对自己的历史学习成绩进行评量。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进步、成果以及不足等加以记录，通过自我

评量，对自己历史学习的特长及不足等状况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可以加深学生对自己作为学习者的理解，有助于学生认识学习目标以

及控制学习进程，增强历史学习的责任感。 

 

五、测验法 

对学生历史学习成果进行数量测定，并对测定结果进行解释、分析和评论，是历史教学中最常使用的一种评量形式。测验法可以评量

一个教学单元、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历史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要把历史知识和历史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不但要考察学生

再认再现历史知识的能力，更要考察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测验的形式应多样化，如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形成

性测验，就可采取自主测验的形式，让学生分组命题、编制试卷、组织测验、评量总结，使历史测验和学生的学习、活动融为一体，

真正成为学习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要采用多种评量方法对历史教学效果做出科学的解释，使评量不仅能了解学生历史学习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而且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有的评量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灵活采用，不能把这些方法割裂开来，实

际操作应将几种评量方法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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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经历史科学科委员会议 1/2/04 年讨论，历史科学科秘书修改于 13/2/04，二修于 10/7/04，三修于 30/9/04，四修于 4/9/06，五修于 22/5/08，六修

于 4/12/08，七修于 2/7/10。 

2）教科书主要依据课标（四修）内容大纲编写，唯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做了一些技术调整。本次发布之课标（七修）内容大纲即按教科书编写时的调

整修订。 

3）本课标仍有改善的空间，请关心独中历史教育者提供意见，唯最后都须呈交历史科学科委员会会议讨论后才作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