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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

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标准”），并即将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1 新课程标准要求在历史学科

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求通过

课程教学，让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与

关键能力。同时，通过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主要包含唯物史观、时

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这五方面的

核心素养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更需要学生通过学习，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在教师设置的教学情境中，不断形成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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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历史作业现存问题及改革必要性

历史作业是对历史学科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手段，

作业的质量直接影响教学的设计和改进。现阶段，初中

历史作业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在“双减”政策发布以

来，面对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要求和提高历史教学质量

的迫切需求，如何创新作业形式，提高作业的质量，都

是对教师提出的全新的挑战。

（一）初中历史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双减”政策背景下，虽然初中历史作业设计取得了

一定的进步，但是其以应试为重要目标的根本方向没有

改变，重复性、单一性作业依然大量存在，制约着历史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一是作业内容与形式单一。依旧有大量历史作业将

书本上的基础知识作为主要内容，所考察的内容也均是

教材上的知识点，同时由于部分地区中考历史学科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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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考试形式，因此很多教师在布置历史作业时，更加强

调教材的利用，甚至个别教师要求将答案补写在教材上。

这种作业布置方式容易引发学生对于教材的依赖，不利

于学生发散性、独创性思维的形成。这种历史作业设计

思路就会进一步造成作业形式的单一，目前大多数教师

仍然将教材配套练习题以及重复强化知识点识记作为作

业的主要形式，没有充分考虑作业的形式与学生认知发

展之间的关系，其作业的主要目标就是对课堂所学知识

点进行巩固强化，以提高考试成绩，而这种成绩在初三

年级的历史教学中非常突出。这一类作业不但忽视了历

史作业的探究作用，而且让学生产生历史的学习就是知

识点的反复记忆，极为不利于学生唯物史观的构建。

二是作业缺乏针对性。在新课程标准中，学生应该

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历史作业应该以学生的学为

主要目的，应该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与能力。但是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教师依旧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没有

充分关注学生的发展需求，所有的历史作业由教师提供，

学生难有自主选择作业的机会，而作业的内容、形式都

是高度同质化的。这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背道而驰，

每个学生的知识体系、认知能力及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

而作业的高度同质化就造成学生难以实现个性化发展。

按照新课标的要求，教师应当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

兼顾不同学习能力学生的实际需要对作业进行设计，并

不是用相同难度与内容的作业对所有学生进行考察。长

此以往，学生为了达到教师的要求，在完成作业时就会

造成答案的单一化，而进步一抹杀了学生的探索能力与

创新能力，出现一大批只会写出“标准答案”的“考试

型选手”，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是作业量大，缺少层次性。初中历史教学如今仍

然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学惯性

和一些教师缺乏思考，导致很多教师仍将加大作业量作

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从实际情况看，加大作业量确

实可以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是，这种做法

不仅违背了新课标的要求，而且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另

外，很多教师在布置历史作业时都会给出相同的作业和

相同的标准，但没有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差别，学习能力

强、学习习惯好的学生可以快速、高质量完成，而学习

能力一般、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可能难以完成，这就造

成了一部分学生“吃不饱”，另一部分学生“吃不下”的

情况，长此以往会逐渐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制约了

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二）初中历史作业改革的必然趋势

“双减”政策中明确要求减轻义务教育学生的课业负

担，对历史作业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不应再增

加作业的数量，而是要提高作业的质量，达到“减负提

质”的目标，让学生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实现高效学

习的目标。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历史教学的空间

不在局限于学校和教室，线上教学不再是课堂教学的补

充，而是成为了重要的教学模式，教师不仅要学习新的

教学方式，更需要认真研究与线上教学模式相匹配的作

业设计思路，不能再将传统的、机械记忆式的历史作业

照搬到线上教学过程中，而是要充分结合现代教育技术

的特点和优势，创新作业形式，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

学效果。同时，历史教师还要以新课程标准为依据，围

绕培育核心素养进行作业的设计，历史作业应该向加强

学生自主选择、加强实践探索、推动学科综合等方面进

行改革。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初中历史作业设计策略

历史作业是课堂教学与学生家庭学习的桥梁，也是

学习活动从学校到家庭的延伸。历史作业的设计应当是

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教师要从学生本位出发，综合考虑

学生的实际情况，实现作业的分层。在巩固基础的同时，

还要设计更多探究性、实践性的作业，综合其他学科特

点，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一）锁定课标，实现初中历史作业准确性

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初中历史作业需要更加强

调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就给教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同时，历史作业改革并非是盲目的，而是需要紧紧围绕

新课程标准开展。为实现精准实现历史作业目标，必须

吃透新课程标准，实现课程教育与作业设计的统一。

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一课的作业设

计（表 1）作为案例。作业设计牢牢锁定新课程标准的要

求，从课程内容入手，依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各项要

求，逐项设计课后作业问题，满足核心素养培育需求。

下述类型的初中历史作业突出了新课程标准背景下

作业的三方面特征，一是核心素养培养的导向性；二是

作业形式的灵活性；三是作业答案的开放性。同时在问

题的设置上还考虑了问题难度的差别，照顾到不同学生

的不同需求。在作业设计的过程中，要突出新课程标准

的指导性作用，对教材和相关素材进行深度挖掘，避免

直接使用教参、配套习题册上的习题，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书面作业与探究

性作业的比例，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立足实践，促进初中历史作业探究性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从核心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

提升历史作业的质量。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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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为课后学生自主学习有效助力。在初中历史作业

的设计上要敢于创新，善于将课后时间还给学生，减少

机械性、重复性的书面作业内容，为学生创设立足实际

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历史

学科的核心素养，进而实现学生探究能力、合作学习能

力及开创新思维的形成与发展。

在《戊戌变法》这一课之前，设计了一个预习性作

业：梁启超的著名散文《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有一

代中国的有志青年，而梁启超正说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那么除了梁启超，同学们还指导其他投身于这

次变法的历史人物吗？请同学们围绕戊戌变法相关人物

撰写一篇 200 字的人物志或者录制一小段人物介绍的视

频。这类作业的设计理念是教师创设情境，接下来提出

问题，最后下达任务，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完成具

体任务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作业形式了不拘

泥于书面呈现，还允许学生自己挑选作业完成方式，可

以选择撰写人物志也可以录制视频在班级播放。在作业

内容上，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了解他们

的故事，拓展这一课的广度和深度。这种设计思路不仅

符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让

学生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

（三）分类布置，体现初中历史作业层次性

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都存在差别，教师

在开展作业设计时要考虑到学生之间的差异，要避免历

史作业的数量和难度趋同，扩大个性化作业布置的比重，

并力争做到因人而异分类布置，设置基础性作业，扩展

性作业，提升性作业等不同类型，学生可以依据自身情

况选做，对于基础较为扎实的学生，可以跳过基础性作

业，选择其他类型的作业，补齐自身短板；对于基础薄

弱的学生应该以基础性作业为主，在完成基础性作业的

基础上再选择自己能够完成的其他类型作业。除了对于

不同类型学生进行历史作业的分层布置，对于不同年级

的学生也要充分考虑其特征，布置具有特色的作业。以

七年级新生为例，他们刚刚从小学毕业，没有形成系统

的历史概念，缺乏对于历史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学习

方法，但是他们具有探索求知和表达自己观点的强烈欲

望，而且需要教师的引导，因此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

是激发学生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打下历史学科的基础。

在为七年级新生设计的历史作业中，要利用多种作

业形式去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也要积极发现学

生的特点。有些学生尚未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甚至一

些学生无法从教材中归纳总结出有效内容，教师可以布

置一些实践类的作业，如绘制我国不同时期的地图，通

过这个过程不仅让学生了解到我国疆域的历史变迁，而

且还能强化学生的领土意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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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业设计

课程 新课程标准 历史素养渗透 作业

统一多

民族国

家的巩

固和发

展

1. 了 解 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的 巩 固 和 发

展的历程；

2. 理 解 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版 图 奠 定 的

重要意义。

1. 唯物史观：通过史料的筛选，引领学生全面的理解清前期

的边疆问题，促使学生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2. 时空观念：了解历史阶段特征，设置情景，让学生体会当

时的民族关系。

3. 史料证实：用史实说话，本课包括文献材料、文物图片、

视频材料，以提高学生阅读、分析、概括史料的能力。

4. 历史解释：结合相关史料，了解清为安定边疆所做的努力。

5. 家国情怀：通过对“康熙、乾隆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斗

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抵抗荷兰侵略者”

的肯定，和对“噶尔丹以及大、小和卓的叛乱行为”的批

判，形成热爱祖国、维护统一的民族使命感。

1. 史料辨析：郑成功为什么会认为台

湾是我国的领土？

2. 讨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命

运如何？清设置台湾府有何意义？

3. 弹性选择：从清朝巩固各边疆地区

管辖权的措施中任选一个阐述其内

容和作用。

4. 史料解析：出示史料，分析大、小

和卓叛乱的性质及其失败的必然。

5. 辨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

展的深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