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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做出了明确规定，对

教师的教学方法也进行了指导，历史教学改革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很

显然，采用传统式的教学方法是无法达成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教学必

须在新的理念指导下更新方法，对旧有的历史教学模式进行优化。本文

阐述了初中历史核心素养基本内容，对核心素养目标下的初中历史教学

方法提出了几点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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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核心素养从五个角度阐明了学生学习历史应该具备的

能力及收获，多角度体现出了历史这门学科的育人作用。立足核
心素养的历史教学，不再只重知识，更看重能力和品质，教学目
标、侧重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历史五大核心素养 
1.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发展规律的科

学历史观和方法，包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
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等。 

2.时空观念：是指对事物与特定时间及空间的联系进行观
察、分析的观念，以历史纪年、历史时序、年代尺、阶段特征、
历史大事年表、历史地图等形式呈现。 

3.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
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以史料分类、史料辨析、史
料运用、观点论证的形式进行呈现。 

4.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
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以材料整
理、对史料的解读、追溯起源、探讨因果、分析趋向、说明影响、
判定地位等形式进行考查，培养叙述历史和形成历史认识的能
力。 

5.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
情怀，包含：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民主法治、科学精神、
世界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全的人格、联系现实等[1]。 

二、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历史教学策略 
（一）绘制时间链条，强化时空观念  
历史事件距离如今十分遥远，且涉及到多个时代、时空和人

物，零散的记忆难度很大，一幅幅历史画面也成为了文字性的内
容，毫无立体感。但认真研究教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点的分布
有一定规律，能够缕出一条时间线，从某一角度进行延伸。只要
抓住了这条线，就能够掌握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且构建
起一个立体、动态的历史时空，提高记忆散乱知识点的效率。 

《动荡的春秋时期》一课的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了解春秋时
期的经济发展，了解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全过程。由于春秋时
代的国家比较多，发生的事件也比较多，所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
尝试将其中的主要事件结合起来，绘制成时间链条，加强时空观
念，在此基础上进行问题分析。如在讨论“周王室为何会逐渐衰
落，诸侯为何变得强大？”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先通
过时间链了解齐桓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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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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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结合历史史实，强化理解表达  
学习历史，需要我们本着辩证的思想和端正的态度去审视事

件和人物，并从中得出某些经验教训，而不是只记忆时间、地点、
过程等“死”的知识。能够根据现有史料，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

解释，是核心素养中的重要一项，以初中生目前的思维水平，他
们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学会利用真实史料，
融合教材内资料，教会学生分析历史、评价历史。 

在学习《三国鼎立》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尝试搜索历史资
料，并探究为何在当时会形成三国鼎立的特殊现象。如有学生在
阅读了诸多史料后认为，三国鼎立现象的出现和当时几次重要的
战役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官渡之战后北方统一，因此曹操的势力
十分强大，刘备和孙权为了对抗曹操，故此联手，因而才有了赤
壁之战和之后的三国鼎立的局面。有学生在整合了各种历史事件
后尝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
奠定了北方的统一，而赤壁之战后曹操失利，所以不能统一全国，
被迫退到了北方巩固力量，而孙权和刘备也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
势力，这样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学生不仅利用史料展开
分析，而且也尝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三）对比社会热点，提升价值观念 
学习历史不单单是要了解过去，更要对未来有所警示。许多

历史事件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些历史观念放在
如今的社会中依然可行。教师必须将史今结合，对照新旧事物，
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有所收获，有所思考。如在学习《新文化运
动》的过程中，学生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北京，了解了当时思想
界的混乱，理解了当时新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认识到
新文化运动虽然有着自己的缺陷，但还是为推动中国思想发展做
出了贡献。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比社会热点，分析新文化运动的
特点，学生发现，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西方的沟通，让中国对西
方的理解加深了一个层次。其次，教师鼓励学生搜索当今社会有
什么中西方沟通交流的社会热点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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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当
今的中国依然十分注重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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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样学生便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提升了价值观念。  

（四）作业形式多元，强化思辨能力  
历史作业布置的内容和形式应跟随课堂教学一同改革，让学

生走出海量的理论训练，走向实践。只有将课内外相统一，共同
发力，才能使历史教学彻底从旧有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走向未来。
举例来说，在学完《三国鼎立》一课后，布置以下作业：不以成
败论英雄，你认为呢？并以有关史料来验证自己的观念[4]。学生
们通过多种途径，或去图书馆查阅历史资料，或在网上搜寻相关
信息，或与长辈交换意见……之后学生在查阅大量史料后，以史
料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不仅可以将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与思想精
髓贯穿其中，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思辨能力。  

三、结语 
以上几点教学建议是笔者在实践中归纳出的一些经验和方

法，也许并不是最直接有效的，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每一名历
史教师都要身先士卒，走在历史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最前线，借助
课程改革的新标准、新要求、新理念，使历史教学从一成不变走
向瞬息万变，拥有无限的发展可能。除以上方法外，还有更多有
价值的策略等待我们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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