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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历史学习兴趣及能力的培养 
杨婧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五中学  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摘要：初中阶段是学生初步系统的接受历史知识教育的阶段，初中历史学科的学习对于培养一个学生的人文素养、历史学科素
养有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在新的培养目标下，核心素养的培养被广泛提及，与此同时，学生对初中历史学习的兴趣也需要大力
培养。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需融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于课堂，小组合作探究增能力，历史实践活动寓教于
乐，综合指导下引发学生对于学习初中历史的兴趣，引导培养具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历史专科人才。 

关键词：初中历史；核心素养；兴趣培养 
 

引言 
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培养出

来的相关品格和历史学科的能力，既包含一个学生看待历史的态

度，研究历史的方法，还包含自己学习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
等等。在初中历史学科的课堂上，教师通过适当的引导可以逐步培
养起学生们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增加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本文

探讨如何进行核心素养下的初中历史学习兴趣及能力的培养 

一、多元化方式教学引兴趣 
（一）多媒体设备综合应用进课堂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不断发展，多媒体设备在初中历史课堂上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传统的初中历史课堂上，主要存在着师资力
量不足，教学方式单一，课堂内容单调无聊等问题，无法积极的调

动学生们对于历史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
们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听讲历史学科的课程内容，不利于培养具有历
史学科综合素质的学生。在出现了新的多媒体设备的课堂，许多思

想陈旧的教师仍拒绝改变，应该大力督促历史教师们使用新媒体设
备进行教学，从而更好的引起学生们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比如

在部编版历史课本七年级上册第一课的课程教学中，由于此课时历
史学科开学的第一课，对于学生们是否喜欢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引起学生们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教师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设

备，提前寻找网上有关北京人考古发掘的纪录片，有关北京人的相
关图片，更可以寻找部分历史文物博物馆的周边来进行教室内的实

物展示，让学生们真正的体验到北京人的意义，以及深刻学习了解
到北京人的特征。在情境式教学下，学生们由于好奇心和求知欲会
被这样有趣的课堂展示吸引，有利于培养学生们对于历史学科的兴

趣。 
（二）利用有趣的历史故事讲好历史知识  

单一的历史学科的知识输出时枯燥乏味的，不能充分调动学生
们的积极性，在一节课中也容易引起疲劳。在历史进程中不单单时
教科书上那样的官方严肃，还有许多民间的小故事没有写入历史教

科书上，而这样的有趣的小故事就容易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力，适当
的问题还可以引导学生们主动思考，培养历史学习的兴趣。比如在
学习商鞅变法的时候，可以说起秦国还是一个小国的时候，在众人

以为商鞅不会兑现承诺，迫于官位都不敢做的时候，商鞅说话算数
赏五十金给一个把木板搬到城墙的人的故事，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

就可以对学生们提出问题，以此来引发学生们的思考商鞅这样的做
法说明商鞅有什么的品质？这些品质为他被秦国重用实施变法奠
定了基础，学生们通过思考也就明白了商鞅的个人品性，也逐渐了

解从历史角度看待历史人物，自主思考联系历史事件这种简单的历
史学习方法。 

二、融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于课堂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唯物史观是学生们必须学习和了解，并内

化于心的观念，教师们需要教授学生们在历史课堂上学习到什么是
唯物史观，学会用唯物史观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应用到学习生

活之中去。唯物史观理论的分析必须贯彻到学生的知识学习之中
去，在分析历史现象和朝代时务必确保学生们了解最基础的唯物史
观观点，能够自主的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同时也要树立时空观

念，因为历史并不是短暂性的间断性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连续性
长期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全部，历史的发展也没

有好坏优劣之分，学生们不应该从孤立的观点看问题，应该学会从
时空观念上，多维度的看到历史发展进程，教师们在教授学生们历
史知识的时候，更应该采用共时历史分析和历史对比分析，同一个

历史阶段的不同区域，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应该让学生们
能够了解到，让学生们意识到历史不是单独的个体，其他区域的历

史也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历史，每个朝代都会对以后的历史产生影
响，在历史长河中，学会用时空观念分析初中历史学科的历史现象。 

三、小组合作探究增能力 
在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历史教师的

“教”，更要注重培养学生们的“学”能力。由于初中历史学科阶
段下，学生们都对历史缺乏全面的了解，普遍能力不足，所以在学

科历史的教学环境下，应该因材施教，开展小组合作探究历史课题，
通过小组多人的共同史料收集、整理、论证分析来达到促进小组每
个成员共同学习进步的目的，在这个阶段中逐渐培养学生们历史学

习的兴趣和搜集史料分析整理的初步能力。在一个单元或者一个学
期的历史学科学习后，可以开展小组合作探究，鼓励学生们主动寻
找相关的历史知识，补充课堂上教师可能未提及的、较为新颖的历

史观点分析，更可以补充相关的历史人物小知识，来进一步增加学
生们对此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分析。此外，在初中生的空闲时间内，

学生们可能受到互联网环境的冲击，因为初步学习历史，历史学科
素养缺乏，容易对网上部分“野史”和篡改史实的信息产生好奇，
从而可能产生错误的历史认知，教师们在小组探究结果展示的时候

要及时地纠错，引导学生们培养正确地史实论证能力，培养正确地
历史观念。 

四、组织开展历史实践活动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可以结合自己城市和乡村的历

史景观和文物资源，如博物馆，历史遗迹等来进开展历史实践活动。
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文物和遗址村落，都是最真实最好的历史史

料，在参观相关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结合课本上的历史知识进行分析
补充讲解，既让学生们真实的感受到历史的气息，培养学生们历史
学习的兴趣，也有助于历史学习能力的提升。 

结语 
初中历史学科的学习不仅要注重于兴趣的培养也要注重能力

的提升，更要培养具有历史核心素养的人才，通过多元化方式教学

引兴趣，融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于课堂，小组合作探究增能力，组
织开展历史实践活动等方式，逐步加强初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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