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在初中历史教育中运用时空观念开展历史教育，能够有效提
升学生对历史事件及背景因素的了解，能够培养学生形成宏观分
析能力，对于政治方向的教育有巨大作用。但是在传统的历史
教育中忽视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中运用过于单一的方式
进行讲述，导致没能达成培养学生历史素养的教育目标。基于
此应在历史教育中引用时空观念开展教育，拓展学生对历史知识
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将所学的知识用于生活中，为将来的发展
奠定政治基础。

1  时空观念概述
在历史教育中常用的教育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运用时间概念开

展历史教育，另一种则是运用空间概念开展历史教育。时间概
念包含两种含义，其中一个的含义就是字面上的含义，根据历
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记录历史，例如在我国1919年5月4日所进
行的五四运动，此历史事件的时间概念就十分明确，并运用时
间命名了此项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则是指逻辑上的时间概念，
例如五四运动被称为精明女主主义革命及居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分
水岭，在此体现了逻辑时间意义。空间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
种，但在历史中的空间概念属于狭义空间概念，主要是针对历
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时代背景及历史地点等方面。例如较为
有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首都，在此所体现的就是空间，并
且这个历史地点也相对具有影响力。

2  初中历史时空观念教育现状
2.1历史教材编排影响历史时空观念培养
在当下历史教育中，教材的编写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

写的，在初中历史学习中初一的学生主要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初二历史主要学习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在初三阶段则学习世界历
史文化，在教育编撰中将我国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划分，导致学生
不能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相关联。产生此现象的因素在于将世
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开讲解，令学生无法对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
产生联想，以此阻碍了学生对空间历史概念的学习，但是中国现
代发展史中有大量的事件与外国相关。

2.2教师不重视时空观念的培养
在中国初中历史教育中大部分教师都忽视了时空观念教育方

面的培养，大部分教师在历史教育中只会针对教材中所提及的历
史事件进行单一讲解，并未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进行
介绍，令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过于单一片面，不能完整的分析历史
事件的形成因素，阻碍了学生政治思维的形成。有些教师只对关
键性的历史事件进行讲解，对于当时事件的背景选择跳过，最终
致使学生无法形成完整清晰的历史框架，另外有些教师没有在教
育中根据课程需要引用辅助教学工具例如地图及历史年表等教材，
在历史教育中没有重视时空观念的培养，导致学生的历史素养难
以提升。

3  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时空观念的研究
3.1 运用思维导图，引导学生构建历史结构
在历史教育中时间与空间是历史教育的重点，学生通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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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历史教育中帮助学生建立时空观念，对于学生良好的学习历史知识具有重大教育意义。因此在历史教育中教师应帮
助学生梳理历史事件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历史知识结构，促进学生对各个时间及空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
了解，令学生可以通今博古，促进学生综合发展。本文专门针对基于时空观念的初中历史教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运用时空观念开
展历史教育的方式，以供各界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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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掌握各个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当时的文化背景，并将
各个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通过所了解的文化、背景及时间进行整
理，形成独立完整的历史思维结构，以此建立科学的时空观念，在
传统教育中教师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则是通过背诵大量课文，完
成历史学习，但教育的效果却反响平平。教师可以在课程中试用
记忆卡片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构建历史思维导图，在思维导图
中运用不同色彩、图片、分类符号的方式对不同时期的事件及人
物进行构建，促进学生视觉与思维的统一，深化学生对历史事件
的印象，提升历史教育效果。教师在运用思维导图开展历史教育
时应充分尊重学生教育主体的身份，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构建思
维导图的方法，引导学生自主构建思维导图，在此过程中可以深
化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印象，同时便于学生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文
化背景。例如在学习中国近代历史时，教师可以将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近代历史事件以树形思维导图进行展现，在
此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形成梳理知识的
能力，同时构建历史时空观念，提升历史学习效率。

3.2创新教学模式，启发时空意识
在历史知识中包含多种文化领域，其中包含经济、政治及文

化等方面，但是在历史教材中信息呈现是有限的，所以学生难以
有效掌握历史。因此教师应在教育中创新教学方式，运用多元化
的教育方式开展历史教育，如运用音频，视频及图片的形式为学
生提供更加直观的教学场景，令学生通过直观的观看视频，培养
学生形成历史时空意识。在讲解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历史课程时，
教师可以在课程中播放关于抗战内容的视频，例如《金陵十三钗》

《太行山上》等视频，学生通过观看抗日视频，感受我国民族英雄
的气魄，与战争中所呈现的艰难险阻，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与精
神。另外教师还可以根据观看视频开展课后讨论会，运用先进的
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让学生在交流与讨论中
形成历史时空观念。在历史教育中引用信息技术，可以提升学生
对历史事件及背景文化的深度了解，有利于学生形成原创性观点，
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政治思维，通过政治思维处理实际问题，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结束语：本文专门针对基于时空观念的初中历史教学进行研
究，并提出了在历史教育中运用思维导图及信息化教学模式，建
立历史时空观念的教学方式，希望可以促进学生对历史文化背景、
人物及事件等全方位的了解，并在学习中掌握历史时空观念，将
学习到的政治思维运用到生活中，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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