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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核心素养，优化初中历史课堂教学 
◆唐  毅 

（四川省三台县西平镇建林初中  621104） 

 
摘要：在民族振兴及发展中，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教育改

革问题中，近年来较为热点的话题就是核心素养。历史学科在初中课程

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学生的历史素养也是其综合素养的构成部分，初

中阶段作为学生接受历史教育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重视起这一阶段的历

史教育契机。因此本文分析初中历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

效办法，旨在构建有效的初中历史课堂，实现既定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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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科核心素养是指具有学科特征的高于一般能力或一般素

养的最重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了促进初中生的全面可持
续发展，在指导初中历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教学工作
者，要立足核心素养渗透要求，以学生的学习体验为依据，构建
全新的学科教学模式。 

1 结合真实史料，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历史学习中，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尽管事件

久远但是这些事情真实发生过，我们要客观看待历史事件，并理
性分析，借鉴意义和正面影响[1]。如我们结合众多历史史实可以
知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国家
需要及时进行改革，以与时俱进，提升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并且成功的改革先例，比如“北魏孝文帝改
革”。笔者在在教学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就带领学生深入分析
历史事件，从改革背景、改革内容和影响等多方面分析“北魏孝
文帝改革”事件，让学生结合真实的历史事件分析和评价历史，
借鉴精华思想，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生
活和学习中的问题。 

2 绘制时间链条，强化时空观念 
绘制时间链条，是指找到历史事件和时间、地点之间的联系，

进而使其成为一整条历史记忆的链条。初中学生的时空观培养要
求我们不断优化教学设计，引导学生的在时空链条引导下了解和
理解历史知识。如《动荡的春秋时期》的主要课时教学目标就是
引导学生了解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这一历史时期
比较动荡，在历史事件和时间点梳理过程，教师要做好引导，因
此笔者尝试指导学生联系主要的历史事件，绘制时间链条，强化
时空观培养，借助问题分析环节强化知识理解，如“周王室为何
会逐渐衰落，诸侯为何变得强大？”，可以鼓励学生先通过时间
链了解一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等分别于何时开始
称霸中原，号令诸侯，同时学生可以联系周王朝，分析周王朝当
时处于怎样的状态。学生在分析后发现，诸侯国的壮大基本上出
现在周平王东迁以后，由于周王室此时的势力比较弱，只能直接
管理洛邑一代，所以虽然其还是天下共主，但是已经无力控制诸
侯。结合时间链学生就能找到诸侯壮大的时间源头，并分析当时
有何种制度遭到了破坏，对分封制的瓦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缔造问题情景，倡议协作钻研 
问题情景对学生起到引导和启发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自

主探究意识，因此将问题情境应用到小组合作学习中，利于小组
合作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学生在有了明确的小组合作学习目标
带动下学习效率更高[3]。比如，在学习“太平天国的历史史实”
时，教师可以先为学生留下一个悬念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
势如破竹，取得很多胜利，并且在 1856 年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
利后，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也因为一件事情太平天国迅速地灭
亡了，这是为什么呢？陈胜迅速推翻秦朝，又迅速走向衰败，这
又是为什么呢？学生在这样的问题情境驱动下，需要结合史料开

展研究，相互之间交流观点，不断融合和碰撞，最终形成具有系
统性的答案，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这一个过程中，
学生可以获得技能、知识还有学习态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培养了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4 对比社会热点，强化历史价值观念养成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要求教师可以联合社会

热点问题，用议古论今的态度来审视历史事件。如在学习《新文
化运动》的时候，我着重引导学生了解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背景，
分析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多面临的时代挑战，以此作为基础，让学
生客观分析和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含义及其在推动中国社会
思想变革上的作用。并对比社会现实分析文化革新对社会产生的
现实影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想。我还鼓励学生搜索现在中西方
沟通交流的社会热点新闻，有的学生发现了“世界文化旅游大会
召开围绕新战略新任务打造交流平台”等新闻，透过这样的新闻
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在现代社会建设中依然关注中西方文化
沟通、交流，我引导学生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和现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间的异同点。学生发现，新文化运动
时期的交流主要是我国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现如今的交流
则是双边交流。这样的教学过程带来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结束语： 
综上，初中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培养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方法

和教育理念上作出调整，摒弃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切实将初中
生作为历史教学活动核心，将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渗透在各个教学
环节。为了全面优化初中历史核心素养培养效果，本研究尝试对
渗透核心素养教学目标的具体方法展开分析，希望笔者提出的观
点和方法、建议，能够在促进初中历史课程教学质量提升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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