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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今天，核心素养是全新的教育理念，其需要贯穿

于学科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将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作为目的，充分展现

历史课程的人文性、综合性，从而达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以人教版

七年级上册《中国历史》为例，阐述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对历史教学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初中；历史教学

引言

为了更好地落实教育改革措施，实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应注重学生的

学科核心素养与学业质量有机联系，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在现行初

中历史教材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地渗透与贯彻，以此指导历史

教学。教师要寻找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指导历史教学的新途径与方法，进而提升

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1]。

一、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述

核心素养是全新的概念，其在人才培养和基础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由

于各个地区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不同，其可以形成不同的核心

素养。因此加强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各国未来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为了与

国际接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在新课改中提出“三维目标”，主要内容包含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其可以指导中学学科教学发展。

历史学科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悠久历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顺应时代潮流，以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指导历史教学工作，成为当前历史教育者重要的课题[2]。

二、历史教学活动中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

（一）时空观念素养培养

时空观念指的是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空间。要想切实的了解历

史事件的发展情况，需要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学习，才能更好地理

解历史教学内容。《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主要以“学习单元”的结构进行的。

在教材目录上就可以体现出了历史的时序性，促使学生可以直观地了解中国历史



发展的进程，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内发生了不同的历史事件，学生通过教材时序性

的编写，可以更好地掌握相应历史知识点的学习，《中国历史》教材目录直接地、

具体地展现着时空观念[3]。例如：第六课的《动荡的春秋时期》，学生要了解政

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掌握导致春秋时期动荡的因素，为第七课《战国时期的

社会变化》做好铺垫，在混乱的局面中，各个国家需要不断改革、自强，进而促

使大量思想家的出现，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势，在第八课《百家争鸣》中进行

学习。简单的从第六课、第七课以及第八课来看，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遵循一

定的时序性，展现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二）史料实证素养培养

史料实证指的是通过收集大量的史料，并且从中汲取可靠的史料信息，将整

个历史事件进行还原。历史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其无法后退，只能通过大量的

史料记载了解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教学中，其为学生展现大量史料，并且

通过史料学习，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信息，加以整合，尽量还原历史，由此通过历

史教学可以实现学生史料实证素养的有效培养。例如：第一课的《中国早期人类

的代表——北京人》中，教材中为学生出示了大量的化石，并且引用我国考古研

究者的研究理论，展现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从北京人的体质特征反推几十万年前

北京人的生活环境，随后在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为学生展现几十万年前的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旁征博引大量史料，了解原始人的生活。在第三课《远古的

传说》，这一课与前两节课有着明显的不同，使得学生可以划分历史和传说，明

确两者的区别，历史可以通过大量的史料进行验证，传说则不能。在上述三个课

时中，教材中为学生展现了大量的图片、史料记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

史料学习的重要性[4]。

（三）历史解释素养培养

历史解释是基于史料基础上，了解历史事件，并针对历史事件发表客观地看

法。针对过去的历史，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解释，在解释过程中，

对于历史事件背后的矛盾冲突、因果关系等内容的解释不可主观臆测，避免出现

以伪替真现象，影响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了解。例如：在第六课《动荡的春秋时期》，

学生通过“动荡”一词，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战争不断、兵荒马乱的时代场景，

过于注重战争所带来的灾害，无法正确地看待春秋时期战争作用。因此历史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讲述春秋时期战争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要辩证的看待春秋时

期的战争。战争虽然使得人口大量死亡，人们流离失所，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从

小国战争逐渐地变为大国战争，大国吞并小国，即展现出统一的趋势，这就为第

九课《秦统一中国》做了很好的铺垫。人口的流动，带动文化的交流，促使春秋、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十分的活跃，依据时代特点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

国历史》教材中，其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进行了历时解释，历史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辨证看待战争，促使学生对历史事件有着清晰的认识与掌握，

避免过于偏执，对历史事件产生不正确的结论[5]。

结束语

总而言之，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全新理念，在实际的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展开历史教学，同时还要注重与“三维目标”完好地结合，其成为

历史教育工作者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教师要注重核心素养在历史教育教学活动中

的融合，并且以此作为指导，积极地开展历史教学活动，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切

实融入教学活动中，实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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