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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探究 
◆牛  娟 

（壶关县常平初级中学校  山西壶关  047300） 

 
摘要：现代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因而在课堂中加强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更好的学会历

史、会学历史，提升自己的学习素养和品质，而且使学生能够受益终身。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探索学习，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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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理论的指导下，课堂中如何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以提高教学效果，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断不能自顾自地遵循老路子，应该结合教
学实际探索如何在课堂中吸引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开拓思维。
那么，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即结合初中历史学
科特点，论述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关方法和策略。 

1.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提升核心素养 
自主探究是新课改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它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课堂的主人。初中
历史教学要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就是要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参与程度。如在七年级上册《南方经济的发展》一课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研究中，真正去探索
南方经济的发展。首先，教师要向学生展示研究目标，组织学生
成立学习小组，让学习小组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处理。其次，让
学生在小组内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交流学习心得。再次，在课
堂上，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地理图表，让学生通过阅读图表，指
出南北地理分界线，区分南方、江南的地理范围，找出南北方的
两条大河。学生在小组内部的交流过程，就是历史理解这个核心
素养的培养过程。通过交流，学生真正理解了北方人口南迁的原
因、过程，理解了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后，教师还要引导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交流研究成果，并进行全班交流。这样，学生在
多环节学习中通过主动参与探究，逐步形成了历史观念和历史价
值观，切实提升了核心素养。 

2.注重民主气氛的构建是培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保障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

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 度、能力与方法。通过构建民主
的课堂气氛，让学生能够对同一历史事物会有不同解释，并能对
各种历史解释加以理解和评析；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
物和历史现象，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例如：在讲辛亥革命时，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
民主的气氛下学生各抒己见。成功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颁布《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帝国
主义在华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失败论：
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
质。这样的答案没有唯一性，教会学生面对现实社会与生活中的
问题，能够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加以看待和评判。 

3.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教师要努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精讲多

练，使学生在能力训练中提升核心素养。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
师仅凭一张嘴一支粉笔就完成了整节课的教学，但在新课改中，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教师要调
动学生参与历史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如九年
级《“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一课，在导读中提出了让学
生思考“巴黎公社”这个政权有什么特点，又是怎样失败的。教
师就可以针对这个导读引导学生在课前自主思考这个问题，要求
学生通过课本上展示的史实进行论证，引导学生在课前查阅相关
资料，多角度、多层面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课本上为学生
展示了拿破仑三世被俘的过程，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课前预习，查
阅相关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佐证，从而让学生了解拿破仑三世
被俘前后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再让学生查找巴黎公社形成的
特点以及“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条件，并在课堂上进行

小组研讨及全班展示交流、辩论。在这样的课堂氛围中，学生不
断学会如何主动进行历史的学习，这对其历史时空观念、历史价
值观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注重基础知识的整合是培养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关键 
时空观念是指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

观察、分析的观念。通过知识的整合，形成横向纵向的知识网络，
使学生掌握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时间和所处地理环境，建
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理解历史
上的变迁、延续、发展、进步等的意义。 

例如：学习张骞出使西域，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对张骞两次
出使西域的时间、目的、作用等进行归纳比较，让学生按照时序
理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观察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使学生初
步掌握我国古代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与
交流。通过整合使学生的时空观念素养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5.于学生已有的经验设定学习目标，渗透核心素养 
研究学习目标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学生的需要常常会通过

学生的经验予以反映，包括知识、能力、情感、 度、方法等，
从而使得进入课堂的学生带着各自的认知经验开始新的学习。学
习目标的合理性反映在恰到好处地衔接学生已经拥有的经验和
未来可能达到的新经验的把握程度。教师能够自觉思考，主动设
计，有助于转变教师只盯着教材而忽视学生的授课习惯，有助于
克服课堂只注重知识的逻辑而忽视学生生活经验的弊端。学习目
标的设定程序：根据课程标准和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确立学习目
标;注重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 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
目标表述清晰、具体、准确，具有可检测性;目标的制定体现学
科特点;目标的制定体现问题意识。课堂中学生处于有效学习状

的程度，其前提一是教师授课内容的准确、巩固练习的强化;
二是学生学习过程的状 。教师重视授课知识的理解和把握，注
意利用各种手段的辅助，增进学生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巩
固练习的内容与频率较适度，使授课行为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
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较高，从课前的预习到课堂中的主动投入、
小组交流等，调动自身已有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积极思考，通
过对学习过程中知识的问题、能力的问题等的发现与解决，以保
持较高的学习成效。 

总之，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勿忘历
史，通过强化学生历史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强化学
生思维，使其能够更加善良正直，成为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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