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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综合能力的发展已是现时代下对于学生学习培养的主要任

务，在核心素养的指导下，教师则需将教学模式进一步调整优
化，从而实现素养的有效培育，将单纯知识的传授，发展至学
生情感技能及态度的综合培育，以将核心素养全面落实于课堂教
学之中。

1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历史的学习由于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且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

点相对繁杂，导致目前的课堂教学仍是以讲解为中心，而学生
则处于较为被动的听课状态，致使课堂的氛围较为严肃凝重，
且学生的学习效率不高，对于学生的历史综合能力及素养亦是未
能有效的推进。在现代教育的发展中，素质教育作为教学的核
心，教师则需加强对于学生素养的培育，将学生转换为学习的
主体，使其能够充分融入至课堂学习中，以促使素养的培育得
以有效实现。这就要求教师创新教学手段，以学生为核心构建
新型课堂，使得学生能够在积极学习中逐渐形成学科素养[1]。比
如，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的方式自主学习知识，使其充分发挥
其自身能动性；再如，让学生依据教材搜集历史典故，并在每
节课前或课后分享给大家，以提升学生的历史兴趣，促进其主
动学习的动力，使其思维及综合素养得以有效锻炼并提升。

2　采用多种形式贯穿核心素养
2.1整合基础知识——时空观念
历史的学习需要学生能够基本的认知历史的时间发展以及空

间联系，即通过纵横两个方面能够建立系统的知识网络，从而对
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发展经过等一系列知识点能够有效建立，并
通过观察分析，从而了解历史事件及现象间的联系，理解其发展
与进步的意义。这一部分作为学生的基本意识与能力，称之为素
养中的时空观念部分[2]。

2.2联系社会背景——唯物史观
历史中唯物史观亦是学生在历史学习探究中，对于历史事件

及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指导思想，是以结合历史时代的社会背景，
引导学生正确认知历史的发展及趋势，揭示历史的客观基础及发
展规律。在具体教学中，则需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依据，引导
学生进行思考，从而培养学生的这一素养[3]。例如，在“秦统
一六国”中，教师则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并引导学生思考，如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怎样治理国家？当时春秋战国中各类思想
百家争鸣，又如何控制百姓的思想？”等，进而引导学生理解其
为什么会推行法家思想，焚书坑儒，以通过法律手段巩固统治。如
此一来，学生则能够实事求是的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形成
正确的史观，并对于历史及现实进行有效评判。

2.3探究思维辨析——史料证实
史料证实的素养是以通过将历史资料的搜集整合，辨别可信

史料，并将其实现历史重现，通过有效证据进行分析思考，从而
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评价，促使学生形成真实的历史态度，掌握
历史的学习方法[4]。在此过程中，教师则可利用史料辅助教学，
亦可鼓励学生进行史料查阅收集并自主探究，以培养学生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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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能力。例如，在抗日战争部分的“南京大屠杀”的讲解中，结
合现时代我国与日本的说法并不统一的现象，教师则可将相关史
料提供并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明晰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准确的，期
间，教师还可引入各国相关新闻报道进行评析，以验证这一历史
事实，从而引导学生在历史的学习中学会关注史料，培养其思辨
能力，能够辨别历史的真实性。

2.4构建民主氛围——历史解释
在历史解释这一素养中，则是依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于

历史事件及现象的理解，进而理性的进行分析评判，并针对于历
史进行解释说明。也就是说，需要学生能够从客观的角度表述历
史现象及人物、事件等，有理有据的将自己的看法进行说明表达。
在这一素养的培养中，则可鼓励学生各自发表自身对于历史的看
法，通过民主化的课堂氛围，锻炼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例如，在

“辛亥革命”的讲述过程中，针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则可让
学生结合史料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认为成功的学生以为，辛
亥革命将存在长远的封建君主专制有效推翻，通过《临时约法》的
颁布，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为我国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条件；认
为失败的学生以为，由于革命成果被窃取，未能从根本上改编封
建性质等。事实上，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通过这样问题
的设置，能够促使学生学会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从而培养学生
的历史解释能力。

2.5创设直观情景——家国情怀
历史的学习是让学生了解国家及世界社会的发展，同时亦是

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与情怀的重要元素。在此过程中，则可通过情
景的构建与创设，促使学生能够真切的感知中国的国情及发展，
从而形成历史认同感，了解中华文明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例如，在“全民族抗战”的讲授期间，则可将相应的纪录片为学
生播放，让学生了解何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感受历史英雄
的爱国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3　结束语
社会的发展及教育的科学化进步，对于学生的培养重视逐渐

由知识发展至综合素质，对于教师而言，则需提高对于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的培育，以引导学生在基础理论知识的条件下，能够掌
握历史的学习方法，利用历史的思维客观辨析、解释历史现象，提
升其素养品质。因此，加强对于学生历史素养的培育亦是初中历
史教师的教学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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