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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季凤莲

（锦山蒙古族中学，内蒙古 赤峰 024400）

摘要：自素质教育开始实施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所转变，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增强了人文素养的比重，由此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基于此社会背景，我国课程改革的脚步始终向前推进，并未停歇。教育部门在 2014 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历史课程学科素养

则于 2016 年确定，其中囊括了唯物史观、史料实证以及历史解释等。本文以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为目标，对高中历史教学如何更加有效进

行了探索，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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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是学生迈入大学校门的最后一道关口，同时也是学生逐

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此阶段的

学生思维处于跳跃的时期，并且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喜欢打破

常规，特立独行。如果学生在这一时期没能接受国家正统教育，

将会对其成长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会埋下社会隐患，影响其个

人成长。

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思想被固有模式所束缚，创造力明

显不足，较之国外学生，有着显著差距。回看目前的教学现状，

传统模式显然很难满足学生雪球，不但会阻碍学生发展，还难以

满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被提出，希望

将人文素养渗透在各个学科中，让学生丰富学习知识的同时，可

以培养个人素养。

一、高中历史教学核心素养培养的意义

（一）有助于追溯中外历史

历史课程所包含的内容涵盖了中外古今的发展历程，在历史

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更能够探寻到中国

文化的根源。学生对于历史的深度剖析能够展现出其对历史的熟

知程度，而找寻历史的根源也是高中历史教育的关键。进一步对

历史的根源进行探究，能够让历史教学目的更具针对性，也可以

让学生逐渐对历史产生兴趣，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

（二）有助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教师开展历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不只是将历史知识传授

给学生即可，也不是将相关概念与事件告知就完成任务，而是

需要通过历史课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使其可以不断

提升个人品质。学科核心素养的建构，能够让学生对历史学科

素养当中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与历史价值等有更加深入的认

识，也可以让学生逐渐将知识内化，应用于实践中，以此提高

自己的实践能力。

（三）有助于转变育人模式

新课程改革逐渐深化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课堂主体

地位加以明确，并且要促进学生的成长，使其对学习更有兴趣。

因为新时期教师的教育理念有所转变，所以育人模式方面也需要

进行优化，让育人的成效更加显著。

素质教育下所提倡的学科素养除了关注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

外，还对学生个人能力与未来发展等更加重视。所以，学校和教

师要寻求新的解决之路，去优化现在的育人模式。学科素养的提出，

可以让师生对人文素养更加了解，也会引起他们的重视。通过在

实践教学中落实学科素养，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也能

够使其成绩得到提升。

二、核心素养培养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对策

（一）培养历史时空观念，构建事件发展脉络

回顾历史的长河，任何事件的产生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下

而生的。所以，想要进一步培养并深化学生历史空间观念，就需

要让学生理清事件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并找到二者的联系，通过

不断的细心观察，让学生能够立足整体，把握历史发展，并挖掘

历史知识，进而能够形成清晰可见的历史体系或知识框架。

不管是我国的古今历史，还是国外历史，在历史教材中的创

编中都是以时间节点为依据的，学生可依次对事件的先后顺序深

入了解。

国家发展经历了多年更替，由此构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历史

画卷。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给学生讲解事件发生的背景、时间、

地点和涉及的人物，并从客观方面剖析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教师也可以针对某个事件，对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进

行分析。学生在此期间不但能够夯实历史知识，也可以用更加客

观和全面的眼光看待历史，进而培养其时空观念。

例如，中华民族历经了五千多年的洗礼，其中有太多的事迹

让我们铭记。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创造了现在的新中国，

有了如今的“中华盛世”。对此，教师可根据朝代更替顺序，给

学生讲解从炎黄到清朝时期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对历史起着推动

作用的事件、人物，更要给学生细细道来，让学生能够了解前因

后果，同时也能够挖掘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而探寻距今甚远

的古近代史。

孝文帝是北魏第七个皇帝，其在执政期间，一心整顿吏治，

设立了三长制，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的这些举动，使得

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均有了长足进步，被称为“太和改制”。

学生通过教师的讲授，可对北魏的历史发展与人物贡献多加了解，

同时也可对北方民族融合有更真切的体会。我国近代史的学习是

历史课程的重要内容，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其自

主构建历史链条的能力，以此实现树立时空观念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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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史料实证观念，提升素材整合能力

历史学科中包含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历史资料，教师有效提高

学生整合历史资料的能力，使其学会对资料进行分析。学生对史

料的进一步了解，有助于其重现历史事件，并以正确的态度对待

历史。

笔者认为，在学生史料实证观念培养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让信息技术走进课堂。学生可在教师的引导下，

搜集多方面史料，对不同类型的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培

养实证精神。

通过在历史世界中的翱翔，感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促使

其深化历史知识，以形成严谨的历史态度。

例如，教师讲解《汉代儒学》的相关内容时，因为汉代儒学

离我们时代较为久远，学生对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教师

就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相关资料做成视频，并搭配文字解说，

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了解汉代儒学的发展和相关历史。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将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进行了充分融合，

学生也可以跨越时空，感知历史事件的发展。另外，汉代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也是当时儒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学生可对其背景、

影响深入挖掘，以培养自己的史料实证观念，最终达到提高学生

辨析能力的目的。

（三）培养历史理解观念，增强学生体悟能力

历史理解是指对史实的叙述提升为理解其意义的情感取向和

理性认识，这是在历史学习中不可忽视的素养培养，能促进学生

对历史事件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感悟。

例如，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教师首先用多媒体给学生

播放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的相关历史视频，促进学生在视频的观

看中了解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接着再给学生播放孝文帝改革

的具体措施。

当视频播放完之后，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北魏孝文帝改革

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学生根据这样的问题回顾视频中的相关内

容并进行知识学习，促进学生对当时历史背景的正确认识并树立

理性思维，科学地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了解改革的具体

措施，培养学生认识到一代君主为了人民的生活，励精图治进行

改革，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认识。

（四）培养历史解释观念，提高学生辨析能力

历史学科中的历史解释观念，指的是学生对于历史事物进行

的理性分析与客观评价，这需要学生能够对历史有深入理解，并

能够进行主观判断，力求通过已有的历史资料，对历史事件展开

全面分析。在此教学环节中，笔者认为教师可适当融入小组合作

模式，让学生彼此探讨交流，提高辨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例如，教师给学生讲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时，为可以对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可将小组合作融入其中。

教师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背景进行首先阐述后，就可将学生分为若

干个小组，让学生以“王安石变法的作用”为主题，展开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中，学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部分学生认为

王安石变法从经济、文化和军事上让宋国的国力更加强盛，军队

的战斗能力也有所提升。有的同学却认为王安石变法未改变传统

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带来的成效时间较短，农民依然有很重的

生活负担。通过这样不同见解的交流和沟通，学生在听其他人的

见解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客观，从而形成

更科学的历史解释。

（五）培养正确价值观念，进行德育渗透教学

历史学科是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历史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让

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更是让学生通过历史事件学习和理解形成自

身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

历史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德育作用，要将德育因素融入到历

史教学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

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通过高中历史的学习能够让

学生对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传承感到自豪，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

例如，在《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一课的教学中，学生可以

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有清晰地认知，

通过课文的学习了解到我国被外国侵略的悲惨遭遇，以及我国落

后挨打的真正原因，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为建

设强大的祖国而读书的远大理想，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

自豪感，并让学生体会到现在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讲授《中国的古代艺术》时，让学生感受到我国历史文化

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增强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心，通

过历史学习，在将来承担起传播中国故事的历史责任。

三、结语

在新课改下，历史学科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教学

目标，教师在教学中要贯彻这一教学目标，在传授学生历史知识

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内涵，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文观念

和历史价值观，提高学生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能力，从历史

中吸收养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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