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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探究
陈艳雯

（江门市新会东方红中学，广东 江门 529100）

摘要：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入改革发展下，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方式逐渐多样化，但究其根本都是为了构建高效课堂，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和质量，可如今仍然有些教师还在一直沿用应试教育的灌输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创新意识和个性化发展。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在

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革新落后的教学理念，将重心放在学生能力培养和促进其长远发展上，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为学生构建高效课堂。本文

核心素养的内涵入手，深入探究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以望为广大历史教师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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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任务主要是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随

着素质教育的推出和贯彻落实，在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

养也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急需重点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高中历史教师必须重视高效课堂的构建，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既要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也要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进而为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点奠定良好的基础。高中

生要掌握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

情怀等等，这些都在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所不可或缺的，需要教

师在教学中运用恰当的教学手段，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

提高其历史境界，以此来帮助他们科学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最

终形成正确的历史学习态度。

一、高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内涵

从宏观角度而言，所谓的历史素养就是指学生将自己的情感、

态度和价值等方面加入进高中历史知识教学中，促使他们形成符

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正确人生价值观、思想政治觉悟和历史综合能

力。从微观角度而言，核心素养在不同的学科中均有着不一样的

内容，所以，形成了学科核心素养，而历史学科素养在历史学科

领域中的具象化体现，是高中历史新课改中所重点指出的素质教

育目标，也是对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的新要求，更是高中

历史课程教学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外在表现，进而为学科本

位转变为育人本位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支撑。简单来说，高中生在

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自身的思想、情感、态度和价值等方面都

得到的一定升华，而这最终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综合素养

就是历史素养，主要概括为：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家国情怀等等，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确未来发展

方向。

时空观念：主要包括时间概念和空间观念，其是指在特定的

时间点与空间进行联系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探究、分析的意识以

及思考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学生在学习高中历史知识时一定要

把握历史的时间顺序与空间要素能力，进而能够将不同的历史人

物、事件、现象联系到一起，在探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到运

用时空观念来思考。

史料实证：对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辨析，并结合相关的史料

记载来在来论证该部分历史资料的正确性。掌握史料是学生提高

历史境界的重要途径，只有认识到史料对于历史知识学习的重要

性，能够做到正确辨析，并根据其提出自己的认识。

历史解释：以史料记载为依据，对历史事件能够进行理性分

析和客观评判。历史解释离不开史料的辅助，因此，史料实证和

历史解释是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组合。

家国情怀：高中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和

历史的人物的研究，逐渐形成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追求。

尤其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也要利用历史知识向

学生传递人文精神，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策略

（一）创新教学方法，培养时空观念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历史高效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充分发挥自

身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创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教学环境，

一改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度，促使其在轻

松的环境中做到高效学习，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实现

历史知识学习的同时，培养其历史时空观念，进而实现高中历史

高效课堂教学目标。

例如，在教学“丝绸之路”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收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载，使学生对古代对外

贸易形成初步的认识，然后借助多媒体为学生播放关于丝绸之路

的影视作品，这样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活跃课堂的教学氛

围。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对二者进行对比，帮助学生加深该知识

的理解和记忆，明确历史之间的联系，进而提高其历史素养。又如，

在教学“秦王王朝”这部分知识时，由于学生都知道秦朝一统六

国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疆域面积非

常辽阔，因此教师可利用多媒体将秦朝版图展示给学生，直观地

了解到秦朝的位置和周边有哪些国家。然后，教师展示纵向历史

疆域地图，引导其仔细观察我国疆域的历史变化过程。与此同时，

教师还可组织学生寻找古代地名的变化，如，北宋的东京是如今

的开封，南宋的临安是如今的杭州等等。如此一来，能够更好地

帮助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历史时序观念，从而实现高效课堂教学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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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生活资源，提升史料实证

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材料分析来看，历史知识与当代学生的日

常生活相隔甚远，学生对其的认知和理解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此，

教师应当充分挖掘生活中的历史资源并将其充分运用到课堂之中，

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使其主动

参与进课堂教学中，促使其积极主动学习与分析，从而保证了课

堂教学高效性的开展。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社

会实践活动，带领学生到历史博物馆中观摩学习，通过直观地的

欣赏历史文物和遗迹，阅读各种史料记载，了解历史的古迹和文物，

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基础，完成历史知识面的拓展。此外，教师

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历史文学著作，促使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

来更加深入理解历史的事件的发生背景，这样学生的历史知识面

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并发展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教师引导学生

在通过大量历史知识的学习与探究，将逐步掌握更加丰富的历史

史料，核心素养也将获得提升，整个历史课堂教学也非常高效。

例如，以“洋务运动”教学为例，教师应当全面调动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中，并向学生提供李鸿章的相关历史材料，然后利用

问题引导，精心设计相关史料的问题，如“李鸿章说过什么话，

并代表着什么意思？”，让学生自行从史料细节中分析，了解李

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起到的作用，最终把握住整个洋

务运动的发展脉络。教师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还可以促使其核心素养的提升。

（三）借助历史细节，提高历史解释

在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本节课教学内容选取其

中的历史细节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烘托出历史课堂气氛。

虽然学生还未进行系统化的学习这部分内容，但是其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以对这部分内容有所了解。例如，在教学

“三国鼎立”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就可以设计历史情景剧，在设

计过程中要全面了解历史知识中所有细节，还能够用情感表露出

来，让学生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感情。在课前，教师应要求学生预

习并熟悉课本上的内容以及各种史料内容。引导学生想象当三个

政治团体处于与其命运相关的历史关头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

应。之后，教师让学生表演一个历史情景小剧场，让他们自己讨

论和安排，思考如何展示该部分历史事件中的每一处细节，才能

让观众了解这些细节想要表达什么。在表演的过程中，将君王的

心理历程充分展示出来，如何在复杂形势的影响下做出正确的选

择。通过每位学生的精彩表演，将军和策士的才智充分表现出来。

通过上述的方式，学生既是表演者也是观看者，进而对事件发展

的脉络更加熟悉，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也会更深刻。这段历史很容

易将学生带入个人感情，学生受情景影响而感动，有助于进行感

情的培养和辩证法的思维教育。通过情景剧的教育，教师不仅帮

助学生了解历史知识，还展开感情体验，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充分调动他们感情和思考，使其更容易融入历史事件的状况，加

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四）依托信息技术，培养家国情怀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中教育的重

要改革方向，在此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在教学实践中为了更好地保障教学效果，发展学生历史素养，教

师应当做好教学理念由传统化向信息化方向转变，不断运用多媒

体、微课以及网络等信息手段来打造一个高效化的历史课堂。这

样一来，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历史探究兴趣，简化他们的历史学习

难度，而且还能通过视听一体化的方式来强化他们的核心素养认

知。因此，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时，教师应将教学视角放在信息

技术上，运用学生喜爱且熟悉的手段来达到教学目的。例如，在

教学“鸦片战争”时，教师就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首先向学生播

放一段关于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影视片段。这样做不仅能够迅速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营造凝重的历史教学情境。而这相较于以往“口

述 + 板书”的教学方式，更容易引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学习历

史的兴趣。通过上述方式，以此来引导学生学习林则徐的人文精神，

进而结合自身，努力学习，为国家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进而实

现高效课堂的教学目标，切实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历史作为高中教育阶段中的重要基础学科，主要

是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分析、研究，其对学生思维能力有着

较高的要求。教师应以提高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为指导，不断创新

教学方法，打造高效教学课堂，为学生创造更多自主学习和探究

的机会，使其时刻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保持着高度热情，丰富其历

史学习体验感。这样学生才能积极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提高自

身的历史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 林美云 . 高中历史数据证史方法教学应用策略研究——以

统编教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例 [J]. 试题

与研究，2021（5）：43-44.

[2] 关欢欢 . 时空观念引领下的高中历史数字地图使用探

究——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 [J]. 中小学数字化教学，

2021（2）：74-76.

[3]刘明昊，丁丁.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四史”教育——

以统编高中教材《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为例 [J]. 中小学教材

教学，2021（2）：9-14.

[4] 李致远，刘松柏 . 学术情境试题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

探索——以成都诊断性试题为例 [J]. 教育科学论坛，2021（4）：

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