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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科素养 构建人文历史课堂
程国涛

（山东省淄博实验中学 山东，淄博 255090 ）

摘要：我国教育部门于 2020 年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提案》，文件中指出历史学科教育内容凝聚着我国

无数先贤的智慧，是我国五千年风雨的见证，教师们要积极发挥历史学科的育人作用，在教学中渗透真情实感，用充满温情的人文精神

课堂感化学生，促进他们时空观念、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的发展。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如何在高中历史课堂中渗透人文教育，让他们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重新审视身边的人和事，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启发和心灵上的指引，成为了每一名高中历史教师都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本文将结合个人实践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期能对其他高中历史教师开展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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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课改全面实施以来，教育界对于人文精神的重视程度

日益提升，而历史作为一门最具有人文气息和情感感染力的学科，

无疑是渗透人文精神教育的优质载体。通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打

造人文历史课堂，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形成完善的时空观念，帮助

他们构建更加深厚的家国主义情怀，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

用历史的眼光思考人和事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从而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切实提升他们的历

史核心素养。笔者一直在探究如何有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人

文精神，打造人文历史课堂，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些心得和体会，

接下来将对此展开详细阐述，如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一、核心素养的概念

核心素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能

力，能够根据行业发展不断进行职业定位，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核心素养包括多个内容，如学生对文化知识的理解能力、创新能力、

对国家大事与社会事务的辩证分析能力、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

的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对于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具有指导意义。

历史核心素养是核心素养的一部分，包括五个主要内容。

第一，学生的历史时空观念，指的是学生在跨越时间和空间

距离学习历史知识，能够将过去与现在建立联系，使学生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

第二，史料分析能力，对历史事件的辩证分析能力是学生学

习历史课程必备的素养，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对于学生

学科素养的培养有指导意义。

第三，理解历史的能力，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历史学科

的价值，提高对历原则，遵循客观实际史事件的理解能力，能够

更好地把握不同时期下某个历史人物的心理感情，从理性上升到

感性。

第四，历史解释能力，该能力以历史分析能力为基础，培养

学生的分析总结能力，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给予其最

客观的评价。

第五，历史价值观，讲究历史事件真实性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秉持求实的，培养学生的历史价值观。

二、构建人文历史课堂以培养核心素养的策略

（一）明确教学目标，提升学习效率

课堂上运用目标导向教学模式，提升课堂学习效率。目标导

向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开始的时候明确本节课教学目标，让学生

有意识地围绕教学目标学习，布置具体的学习任务，增加学习的

有效性，提升历史课上的学习效率。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教师

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围绕教学目标构建清晰的教学框架，保证

教学过程有序、高效地进行。想要真正的增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不能只以分数为教学目标，在教学中围绕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进

行教学，分数只能反映出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程度，不能体现

他们的思维模式、自主学习能力等综合素养。在教学活动中，有

意识地引导学生多进行自主思考，通过历史知识的教学培养他们

科学思维方式，学会怎么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增强他们的历史

核心素养，而不仅仅是记住了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产生了怎样

的影响，具备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些固定的知识点。根据班级内的

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完善教学设计，将学生们独特的群体特征和

性格差异考虑进去，充分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教学内容中适当

融入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新奇元素，因材施教，保证每个学生在课

上都能保持昂扬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对《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这一课进行教学。

在课堂的开始，教师为学生明确今天的教学目标——通过对宗法

制和分封制内容的学习，理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让他们

带着这个教学目标学习接下来的教学内容，通过学习夏、商、西

周的政治制度，独立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从中学会分析历史史实。通过图片展示、创设情境的方式，让他

们了解王位世袭制度的形成过程，思考从国天下到家天对中国早

期行政制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学会依据史学图片，将分析史料、

论从史出的思想渗透给学生；通过对早期政治制度的学习，分析

出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异同点，学会用比较学习法，带着辩证性思

维看待历史，从中得出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二）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习兴趣

以往的教学模式过于刻板，教师在课上根据教材为学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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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布置课后作业巩固所学知识，虽然这种教学模式能将知识内

容详尽的讲解给学生，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丧失了很多趣味性，很

难真正的引发学生主动投入历史的学习中，多是为了考试成绩和

升学问题被动地学习历史。学生在这样的心态下学习效率将大打

折扣，教师必须将他们的心态从被迫学习扭转为主动学习，这需

要教师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在其中多融入一些趣味性元素，引

起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欲望，甚至感觉学习历史的过程就像是

在看电影一样有趣，才能真正的改善历史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

历史核心素养。教师在教学节奏上也要适当作出调整，传统的历

史教学模式都是教师一直在讲，学生除了回答问题很少能参与进

教学过程，节奏全部是由教师把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低，学习

中个人体验不佳，严重影响了他们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教师针

对这点应多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组织开展小组合作讨论活动，

师生共同对教材知识进行探究，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激发出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历史的学习中去。

例如：在学习《解放战争》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在课堂开始

先为学生播放一段电影《建国大业》，让学生细细体会我国在建

立之初所经受的诸多苦难，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让学生以电影

画面里所涉及到的内容进行探讨，创建具体的教学情境以便学生

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力，对即将展开的教学内容进行思考，之后

教师再以点评他们的探讨结果为切入点导入教学。以解读史料的

形式，把内战爆发和战争的过程通过表格和图示表现出来，帮助

他们定位时空，还原当时的具体细节。引领学生对战争胜利的原

因进行思考，从中得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是历

史发展必然的结论，培养他们的党性和对国家的忠诚度。教师为

他们延伸拓展民主人士闻一多、战斗英雄王银虎等事迹，让他们

体会先烈为取得和做出了多么伟大的牺牲，让他们铭记历史，珍

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三）加强情感体验，培养人文素养

历史课程是一门具有温度和触感的学科，这是其他所有学科

所不能比拟的。很多人认为语文比历史更富有人文气息，其实这

种观点比较片面，语文虽然能让学生接受很多思想，但是不够有

感染力，更多的时候是在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阅读、写作能力，

是一门以实用性为主的学科。而历史则不同，是由一件件真实发

生过的故事组成，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故事更具备感染力，也更能

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在这些故事中有各种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

我们敬佩青山有幸埋忠骨的岳飞，鄙夷白铁无辜铸佞臣的秦桧；

为天生傲骨的文臣文天祥所感动，也为大智近妖的诸葛亮所折服。

历史是如此可爱，在学习这些事迹的时候仿佛他们就站在我们面

前，用或鼓励或凌冽或欣慰的眼神看着我们，让我们对他们所处

的时代有所了解，尽管他们是几多年前的人物，虽不得见，心向

往之。在历史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感染力强的优势，通过

富有感情的描述为学生展现一幅幅时代的画面，让他们迫不及待

地去探索，亲手掀开神秘的面纱，投入到历史的学习中，在一幕

幕真实的历史画卷中感受到人文主义色彩，身心受到触动，从而

在思考中感受真实的历史，懂得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看待历史事件，

为学生培养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例如：在学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一课时，教师结

合以前讲过的知识，对元朝时期外国使者和商人频繁交流的背景

进行初步研究。之后教师设立具体的教学情境，用生动的语言将

马可·波罗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中国的故事娓娓道

来，让学生从中体会到旅途的艰辛，培养他们不具艰辛勇往直前

的坚毅品格；组织学生讨论《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当时的东

西方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以此为切入点，总结马可·波罗

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他把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带到了

全世界的面前，让西方国家了解到在东方还有一个这么神奇的国

度；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憧憬，掀起了西方人到东方探

索旅游的浪潮，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加深了世界各国、各地区

之间的连接。同时将《马可·波罗行纪》作为课后拓展材料推荐

给学生阅读，让他们自己从书中对当时的情景做更深层次的探究，

增强他们的历史价值观这一核心素养。

三、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当务之急，也为大势

所趋。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高

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思维的引导，以核心素养为导向，

不断深化对书本内容的研究，提取精华。同时还要优化教学模式，

革除传统历史教育的弊端，探索新的教学思路，使学生积极涌入

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更多的营养，逐步培养其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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