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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的措施
邱桃林

重庆市云阳县养鹿初级中学 重庆 404512

【摘 要】：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无法感受到历史的重要意义，进而在课堂学习中学习兴趣低，学习态度不够积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应重视在历史教学中渗透核心素养，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历史的重要作用，并且

乐于学习历史，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提高爱国情怀和意识，使自身得到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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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学科的核心素养能够反映出教师教学工作中以培养学

生发展的目的，学生通过在课堂的学习和教师的指导，逐渐

形成核心能力和意志品质。初中历史教师通过以素质教育为

主的教学方式，在学生接受历史知识的同时还要关心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采用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授课，做到循序渐进传授历史知识。如今新社会课程标准中，

对中学历史学科的教育方式制定了更严格的教学标准，这对

于学生的学习效率而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新课程标准

要求教师将核心素养逐渐渗透到学科的教学中。素质教育要

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应意识到转变教学理念是教学

改革的重要途径，将历史学科育人价值逐渐渗透到教学过程

的各个环节。

2.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概述

核心素养是一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能够促进学

生的学习过程与其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核心素养的特点具

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稳定性。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朱汉国提

出：历史学科素养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标，能够在教学中促

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针对历史学科的课程核心体现主要包括几点：通过教师

的授课，学生应具有内在的素质、学科的核心能力体现和知

识量的储备。其中，初中历史部分的学科核心能力主要分为

一下几点，（1）历史唯物主义、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历

史证据和国家情感。在核心素养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是最

重要的一部分，时空观点主要展示的是核心素养的思维模

式，历史解释和历史证据的意思是形成核心素养的具体方式

对祖国的情怀表示核心价值观。

3.历史教学中引入核心素养的措施

3.1 在教学目标中渗透核心素养

在实际教学过车中，教师需要结合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教

学理念，将全部的教学活动都以学生为主体，对教材进行认

真解读和分析，以适应学生发展和学生的认知水平为基础，

设计实际教学目标和核心素养目标，帮助学生理清学习内容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并合理设计教学规划，在教学环节中找

到新课程标准提出的教学依据。例如教师在讲解“第二次鸦片

战争”相关内容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教学基础，让学

生进一步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充分掌握《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中的具体内容，掌握历史实际发生的事件，并

且结合教师提出的具有探究性的问题，帮助学生分析历史现

象。将学生分为小组与教师共同进行问题研究，强化学生对

问题的思考和探究能力。情感和三观层面的核心素养目标主

要是让学生意识到列强侵略是对人类文明造成破坏的最重

要因素，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的坚强意识，明白反抗侵略、

维护国家是国民的基本操守，也是作为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爱

国责任。

3.2构建以核心素养为主的历史知识框架

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历史的基础知识放

在首要位置进行讲解，让学生能够充分了解和掌握历史知

识，这样的教学过程需要教师深入挖掘教材内的知识内容。

在对历史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的时候，需要从浅入深，呈阶梯

型向学生展示历史知识，这样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逐渐深化

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学习，进而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方

面的知识，便于学生将时空概念串联起来，构成有核心素养

的历史知识框架，提高学生历史核心素养。

教师在讲解“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单元的知识内容时，

通过和学生一起梳理知识点，巩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帮助

学生构建完善全面地历史知识框架。此外，教师还可以将与

教学内容相关的优秀历史学者提出的学说与学生分享，并且

让学生主动去对这些学说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利于学生对知

识理解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渗透核心素养，对于提升

学生历史素养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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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主，提高学生探究主动性

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下，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成为课堂

教学的首要任务，教师需要在实际教学中以学生发展为主设

计教学活动和教学环节，强化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教

学的各个环节中逐渐渗透核心素养，采用正确的、能够吸引

学生兴趣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带入到问题的研究中，改变过

去的教学模式，摆脱以教师教授知识，学生听指挥的固化模

式，在课堂要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体，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

创新思维作为主要培养方向，让学生得到全面地发展。

例如，教师在讲解“盛唐气象”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将学

生分为小组进行学习，针对不同的教学小组设计不同的教学

目标，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首先教师要将学生平均

分为几个小组，引导学生自己去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历史

资料，并且向学生提出几个引导性的问题，如：“你认为的唐

朝是什么样子的？”“你认识武则天吗？你认为武则天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能否和老师讲解一下‘贞观之治’和‘安史之乱’

的历史发展？”通过提出这些问题，鼓励学生自主进行问题分

析和研究，并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对

收集的历史资料展开分析，让学生通过小组的形式对问题进

行探究和讨论。最后教师在每个小组中选出一名代表，对教

师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解答。通过这样的课堂环节，将学

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展示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学习

主动性，并通过渗透核心素颜，让学生得以提高。此外，通

过小组学习还能提升学生的团结意识，增强小组合作精神，

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3.4 通过设计探究性问题，强化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让学生在

历史课堂中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精神和意义，体悟中华民族坚

强的意志，帮助学生规范自身，养成正确的三观。教师可以

向学生实际适量的探究性问题，引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研

究，进而形成主动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让学生能够在探究

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历史核心价值观。

如教师在讲解《抗日战争的胜利》相关内容时，可以通

过设计以下探究性问题引导学生发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其一“抗日战争过程中，在即将胜利却没有胜利时，如何

打败日军获得胜利呢？”

其二“抗战阶段，哪个政府是中国的代表？对中国的发展

有什么作用？在开展胜利后为什么发生变化？”

其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教师通过设计引导性问题，让学生感受到和平是多么珍

贵，在对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内心对国家的感

受。在当今安逸的生活中，学习历史，能够让学生感受历史

的价值，获得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升，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学

习历史，进而落实核心素养在教学中培养，推动历史教学的

发展，使学生在学习和掌握知识的同时，获得历史核心素养。

4.结语

初中历史教学结合核心素养，能够促进学生的发展，有

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并且有助于学生养成爱国意识，

提高维护国家的意识。初中历史教师要重视在教学中结合核

心素养，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价值，让学生获得综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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