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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实践策略研究
廖秋萍

（桂林市琴潭实验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2）

摘要：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整体构建体系当中，时空观念是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学科本质的完美体现，受到广大一

线历史教师的密切关注。本文在明晰时空观念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立足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详细并且深入的分析与总结了针对初中历史

学科教学，培养与提升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实践策略，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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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旨在

强调针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应将教学的重心放置于培养学生

历史学科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尤其是要注重培养学生历史学科

特有的思维品质与关键能力。五大核心素养的提出也为初中历史

学科教学改革指明了清晰的前进方向，更有助于为教师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创造有利条件。其中时空观念

素养就是历史学科五大素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素养

将历史学科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时空观念素养培养的教学策略

（一）解读“时空类型”，形成时空的清晰感

1.“历史时间”类型

历史是由时间串联起来的过去。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具有

唯一性，要想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历史时间观念，第一步要让学

生了解不同的历史分期以及纪年的标准与方法。

以世界史为例，教师必须向学生明确以下几个历史划分方法：

世纪类，一个世纪一百年，包括公元前和公元后，以 30 年为界分

前、中、晚期；年代类，一个年代 10 年，以 3 年为界分为前、中、

后期；朝代类，以某个王朝或国名作为时间的表达方式。

以中国史为例，教师必须向学生明确以下几个历史分期：按

通史角度，可以划分为古代史（距今约 170 万年—1840 年） 、近

代史（1840-1949 年）、 现代史（1949- 至今）；按生产力角度，

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 - 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夏

商西周）- 铁器时代（春秋战国 - 洋务运动）- 近代机器生产（洋

务运动后）。

2.“历史空间”类型

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历

史的空间”来认识“空间的历史”。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必须让学生明确以下几个类型的“历史

空间”：比如按经济发展分布图，有唐宋五大名窑、明清商业市镇、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一五计划成就、十

年建设成就、对外开放等；按国际组织成员分布图，有一战两大

军事同盟、国际联盟、法西斯轴心国、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

通过教学策略一，达到《课程标准》中对时空观念素养第一

个水平层次的培养目标：能够辨识历史叙述中不同的时间与空间

表达方式，能够理解它们的意义。

（二）构建“知识结构”，展现时空的立体感

历史现象发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相互交织的。历史时空观的培养要求纵横交错、相互联系。

1. 利用“大事年表”梳理知识结构

大事年表是年表中最普遍也是历史教学中学生接触最多的类

型。以时间为经，大事为纬，把以往发生过的较大事件根据某一

主题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从而形成纵向的历史线索，便于学生

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线。

（1）横向年表：如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西方列强的侵华史，

也是中华民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史，还是中国

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和探索史。 通过横向年表，学生能理清知

识的前后联系，弄懂知识的逻辑关系。

（2）纵向年表：如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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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2. 利用“坐标轴”呈现知识结构

利用“坐标轴”整合历史是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它可以多角度、

多梯度地呈现历史发展脉络，并且形象且生动的展示出来不同的

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构建起整体网格化知识

体系。

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为了便于学生梳理历史知识的时间和事件，建立整体网格化

知识体系，我采用了坐标轴展示历史的方式，由此培养学生的时

序观，为学生全面地展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具有的长期性、

曲折性以及进步性等显著特点。

3. 利用“思维导图”勾画知识结构

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技巧，简单、直观、灵活而有效

地根据教学需要对知识进行图示化的描述和整合知识结构，便于

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同时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历史思

维。

（1）教师设计

“思维导图”的编制体现一个教师的个人专业素养，它能体

现一名教师处理教材的能力。

如：在进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一课的教学总结时，

我做了这样的思维导图。

（2）学生设计

针对历史教学，其最优的效果，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学

生将所学知识完全应用于实践，通过实际操作，来进一步深入到

知识的内涵之中，入脑入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发挥

学生的主动创造性，在设计思维导图的时候，可以根据学生的理

解方式自行设计与操作。如此将更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同时，

在真实操作思维导图的过程中，只有学生真正将所学知识的时序

与空间做到清晰掌握与全面了解，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目的。

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思维与素养。

比如，我请同学们画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维导图，

两位学生的作品如下：

这样的思维导图，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世界近代史是一部资本

主义的发展史，帮助学生构建世界近代史框架，从整体上把握这

段历史，形成正确的历史时空观念。

（三）回归“历史原境”，体验时空的穿越感

虽然历史事件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但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情境创设，模拟历史原境最接近真实地还原历史，

帮助学生体验历史。学生能感受在当时当地的情境下历史人物的

心境，历史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而缩短历史与现实的“时

间差”。

（四）展开“历史比较”，体会时空的震撼感

比较是历史教学和学习中的常用方法，在时空背景下，历史

比较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在同一时空下不同事件的比较（横向

比较）、在不同时空下同一事件的比较（纵向比较）和不同事件

在不同时空下的比较。通过古今贯通、纵横比较，让学生探寻历

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体会时空下历

史的震撼感。

二、结语

历史学科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的核

心素养之一。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视教学的具体内容来选择

适合的策略，促进素养的有效“落地”，这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

的历史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打好历史学科的学习基础，从而使

历史学科承担起立德树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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