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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核心素养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管窥

韦月亮

松原市第一高级中学

[ 摘  要 ]近年来，随新课改的不断推行和完善，对高中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历史作为高中重要的

学科之一，同时又是文科科目，对学生理解能力的要求比较高。然而，在历史核心素养背景下，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依旧把学

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教学的目标，忽略了学生历史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历史核心素养背景下，需要教师不断探究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促使学生构建完整的历史知识链条，引导学生全面了解历史知识，真正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历史核心素养

引言

在新课改下，明确提出了要把学生历史核心素养作为高中历史

教学的目标，但是，部分教师依旧把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教学

的目标，直接影响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因此，历史核心素养下，

教师必须转变教学理念，把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历史课堂

教学中，从而真正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同时也要对核心素养视角

下高中历史教学的方法进行不断的探究，制定更加有效的教学策略。

由此可见，历史核心素养下，探究新的历史教学方法是历史教师目

前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运用新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

同时也能确保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历史核心素养下，高中历史教学方法改革措施

1.1 引导学生阅读历史材料，培养学生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高中历史作为文科科目，对学生理解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同时高中

历史知识是对历史时间所保留的历史材料进行论述和评定。因此，

为了让学生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能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问题，首先，

学生要读懂和理解历史材料；其次，需要教师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

尊重历史事实，从而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和解释历史，提升学生理解

和解释历史的能力。例如，教师在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这部分

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和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实，

首先，教师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历史材料，引导学生阅读并理解历

史材料。比如，法国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发布的文章，其内容主

要是倡导各国停止战争，并且强烈谴责了参与战争的各国政府，然

而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自己的国家定义为卖国贼。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合后，罗曼·罗兰总结了战争所在带来的伤痛，

同时为了防止战争的再次发生，它发布了《精神独立宣言》，意在警

示文学界要时刻保持独立的精神。学生在阅读完这一材料之后，教

师要引导学生结合史料推断第一次世界对各国带来的冲击和变化，

促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解释反战运动开展的必要性，让学生在解释

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接近真实的历史。

1.2 利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高中历史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其目的是让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链条；同

时高中历史教材中所包含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概念则是浓缩了古代人

和现代人共同的智慧，知识点比较多，学生在记忆的过程中极易混淆，

因此，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是高中历史教师的重要职责。思维导图

中有丰富的颜色标记、图像注释以及符合信息，将其运用到高中历

史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梳理知识，促使学生更好的记忆历

史知识点，从而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例如，教师在教授《中国古

代的政治制度》这单元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更加全面的了解不同时

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利用思维导图工

具，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首先，引导学生将夏商周至汉元朝代的

政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构建成树状的思维导图；其次教师详细

的讲解这一思维导图，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知识链条，促使学生更

好的记忆不同朝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1.3 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对近几年的高考真题进行研究，

发现史料的占比在逐年递增，同时学生史料证实能力的高低又是学

生历史能力和素质的重要体现，因此，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一定要

重视学生史料实证能力的培养，将学生史料实证能力的培养放在教

学的重要位置，促使学生形成思维意识，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史料

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另外，近几年高考

的命题出现了新的趋势，不再局限于围绕课本出题，无论是材料、

知识点、情景等都开始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为

了提升学生的历史成绩，需要历史教师积极的调整教学模式，帮助

学生更加好的理解历史知识，从而提升学生证实材料的能力。例如，

教师向学生讲评 2015 年全国 1 卷的第 29 题，这道题主要考察的是

学生对不同时期故事背景的了解和掌握，这道题属于引用材料，同

时也是历年高考的代表性题目。因此，教师首先引导学生阅读文字

材料，然后，在确保学生读懂材料的基础上为学生讲述这些故事的

背景，加深学生对材料的理解，促使学生准确定位材料中所讲述的

是哪个故事，最后得出是洋军阀统治时期。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理

解材料，进而培养学生证实材料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确保学生在遇

到类似问题时能够准确的找到答案，提升学生的历史能力和素养。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下，高中历史教师必须把培养学生历史核

心素养作为教学目标，通过运用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学生对

历史学习的兴趣。然而，历史核心素养背景下，部分教师在进行历

史教学时依旧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了教学目标，限制了学生历史

能力和素养的提升。因此，为了真正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需要教

师探究新的历史教学方法，将核心素养融入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理解和解释史料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能力，培养学生的

时空观念。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促使学生构建完整的历史

知识链条，从而提升学生的历史能力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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