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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田建文 

（湖南省长沙市周南中学  410201） 

 
摘要：随着新课改理念在教育细节中的渗透，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已经出

台、实施。在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学生的学习需要围绕着核心素养的培

养进行开展。在日常的常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目前历史学习中核心素
养的培养的思考，认为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主要围绕着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时空观念、家国情怀以及唯物史观等几个不同的内容进

行。基于此，站在高中一线历史老师的角度，对此进行逐一探讨，希望
能够通过思考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并为历史同行教师的教学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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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学习过程，是以一种观念的引导为基础进行开展，在
每一种社会的状况下、每一个时代中都有能够表现出时代意识以
及社会特点的历史解释方式。在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中，学生需
要从旧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以自我作为学习的主体，主动地思考
在历史学习中自己需要达成的目标以及考试的要求，在学习的过
程中进行改进，提高学生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以及学习成绩。 

我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在日常的常规教学过程中，逐渐
地对于目前历史学习中核心素养的培养进行了思考。 

一、史料证实与时空观念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对于历史核心素养的思考过程中，我将这二者进行了结

合。 
在历史的学习以及研究中，史料是唯一的真实信息的来源，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对史料进行关注。一般情况下，史料
的类型可以表现为文字资料史料和实物史料这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中，一般难以接触到较多的实物史料，而
是以较为确信的文字史料内容，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基础
学习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文字史料的内容，与
其他学科的学习相结合，掌握一定的阅读史料的能力。例如，在
语文文言文的学习中，能够帮助理解中国史中的史料内容；英文
的学习对于世界史的学习以及史料的阅读具有一些帮助等。 

在时空观念的构建上，需要以已经掌握的历史事实内容作为
基础，在此之上，结合历史地理学的信息，进行时空观念的构建。
在笔者的学习过程中，注意到三个重点问题。其一，在目前中国
史的学习中，我发现有许多学生不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朝代
的更替，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学习造成了一定的障碍，需要寻求
教师或者其他手段的帮助，树立基础的历史朝代的认知，以此作
为一个重要的基点，构建时空观念中的时间观念。其二，在历史
的学习中，我发现及时地使用历史地图册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
帮助建立一个具体化的认知，与此同时可以辅助以拍摄质量较好
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例如我国所拍摄的《大国崛起》系列以及
《中国通史》系类等。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纪录片的选择可
以在历史发生地国家的精品纪录片中进行选择性观看，明确其中
的地理信息，构建一个具象化的认知。其三，由于学生处于高中
阶段，对历史的认知范围较为有限，在进行时空观念的构建以及
具体的历史内容学习时，通常应用东西方国家的对比法进行学
习。例如，由于学生对于汉朝的历史具有较多的认识，其中的事
件、时间等较为清楚，就利用汉朝的历史对应于西方罗马帝国的
历史，进行细节的记忆，构建时空观念。 

二、唯物史观核心素养的培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研究中，占有绝对性的主体地位。在唯物史
观的引导中，学生需要了解历史并非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由
无数的人民所共同推动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在今天历
史的推动中，高中生同样是推动今天历史进步的一份子，需要具
有自我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使命感。唯物史观的中心性观点，是明
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对于历史研
究的所有内容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及相关问
题的解决都需要科学思维作支撑，只有掌握科学的学科思维，才

能在面对学科问题时，基于学科知识合理的思考，进而探寻正确
的答案。而在历史学科教育教学之中，唯物史观的学科思维是高
中学生需要具备的学科素养之一。 

此外，在唯物史观的应用意义上，需要对其中的中国的特色
主义的历史研究进行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的科学的历史研
究，正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史观的基础之上。在课程内容的学习
中以及问题的思考过程中，都需要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思考，这
是最为基本的立场，需要坚持。 

三、历史解释与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每一个时代中的历史描述中，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印

记，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解释，更是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的立场。因此，在历史解释的构建上，笔者将之与唯物史观、家
国情怀等进行联结，使得学生在进行历史思考以及历史问题的解
答中，能够以明确的立场做出回答，这是高中阶段历史学习需要
训练的基础性的内容。 

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学生从反方面去审视历史的
教育。学生从初中阶段开始学习历史，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现
有许多体现家国情怀的人物以及事件。较早的体现在汉代的历史
中，在近代中国史阶段，家国情怀的体现更为明显。在西方国家
的文明历程中，也有许多家国意识的体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
起就已经开始出现，有名言“人是城邦的动物”。因此，我们需
要思考：学习历史的目的仅仅是粗略地了解以往的历史事件吗？
家国情怀的培养，能够明确地为我们勾勒出历史学习的现实意
义，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对先贤、先烈的具体事迹的了解，
培养高中生在意识的深处能够对这样的行为与事迹产生认同感，
从而在家国情怀的感染下，促使学生成为一个勇于担当、有社会
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的青年。 

结束语： 
我认为在高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注重扎实学生基础知识，奠

定核心素养培养基础，奠定时空观念的基础；对于史料，要以历
史的学习立场进行多样化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从而形成带有时代立场的
基本的历史解释的能力，为学生在未来全面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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