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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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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素养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一个热词，现阶段广大教育工作

者必须要把培养学生的学科科学素养作为核心目标，要让学生实现知识、

能力、素质等多方面的发展进步。历史这门学科有着很强的人文性特征，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应该在

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学科素养基础上，探索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可

以创造有趣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还要注重合理评价学习成果，
从而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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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核心素养作为人才的评价标

准之一，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核心素养指学生实现终
身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素养。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的主要途径，因此教师必须不断优化教学方式，提高课堂
的效率和质量，以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在历史课堂上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此历史教师应努力增强
教学能力，针对历史核心素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且科学
的设计规划，通过教学活动的开展，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 

1 核心素养的概述 
核心素养指学生实现终身发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素

养，突出了学生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优秀个人品德和社
会关系。核心素养以“核心”为重点，以“素养”为关键，并非
全面素养。核心素养是依据国家的要求和党的教育方针制定的，
融合了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三维目标、综合素质等方面的优势，
其不仅要反映与时俱进的要求，还要体现中国特色教育的优点。 

核心素养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化，应建立在历史学科知识体
系的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历史教师通过在课堂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学习能力，使学生充分掌握历史知
识，端正学习历史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史学价值观。历史时
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价值观是历史核
心素养内容的五大方面[1]。 

2 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2.1 教师应增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学科素养 
教师专业素养，是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特质。

教师要端正教学态度，不断加深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实现学生的长远发展。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
前提，是历史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史学素养，历史教师应该坚持
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历史，通过创新，找到合适
的教学手段[2]。比如在教学《洋务运动》这一课时，可以先展示
洋务运动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成果，然后从国家实力、经济发
展、人才教育、企业的创办等方面来客观分析洋务运动对近代化
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主张“洋为中用”，积极学习外国的先
进技术，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创立了中国近代企业，开办了新
式学堂，修建了国家基础设施等，让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
了重要一步。再说明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条件
制约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给中国指出了前进的方
向。 

2.2 创造有趣的教学情境，开展兴趣教学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教学在教学活动中占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教学条件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这为兴趣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很多便利。教师结合可以历史背景来
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这种案例教学法包含一定的趣味性，这样
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可以帮助学生自主思考，让学生从被动学习
中解放出来，感受到主动学习的乐趣，还可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
在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质疑精神。例如在教学《太平天国运动》
时，教师先说明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占
领了大片地区，并且在 1853 年顺利占领了南京（天京），通过北

伐和西征使太平天国运动进入了巅峰时期。然后提出问题：“然
而仅仅几年的时间，建立的新政权却迅速被瓦解，这是为什么
呢？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后推翻了秦朝政权，为何在称王后迅速
走向衰败？”学生积极地查阅史料、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不仅学
到了新的知识，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精心设计问题，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初中阶段学生的思想活跃，探索和求

知欲强烈，所以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将课堂变成
学生学习知识、辨析问题的平台，通过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
积极的参与思考探究[3]。学生在思考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难题，
此时教师可以引导他们通过搜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学习，进
行深层次的分析探究，这样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意识，
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实现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比如在讲述“九
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内容的时候，就可以为学生播放背景音乐
《松花江上》，展示当时夜幕降临下的松花江、黑龙江，以及长
春、哈尔滨、旅顺等城市，此时教师提出问题：“为什么东北人
民要背井离乡，是什么导致他们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学生
很自然地想到了九一八事变，然后教师出示地图，提问：“我国
东北地区和日本国土都在哪？回想一下历史上都有哪些时期也
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领土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与
共产党所表示出来的态度和政策有何差异？全国人民又有什么
反应？之后的西安事变为什么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学生
通过思考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就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学生主动的思考和探究历史问题，成为锻炼和培养历史思维能力
的最好途径。 

2.4 坚持因材施教，合理评价学习成果 
对于不同的学生要做到因材施教，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具体情

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明白学生想要什
么、想学什么、想如何去学。这样开展合理的教学活动，才能在
学生中做到因材施教并取得好的效果。教师需要先审视教学目
标，了解目标是否和教学内容贴切，是否和学生的认知程度相契
合[4]。比如，教学《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目标就不能定为“在
了解秦汉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后，形成一定的时空观念和历史价值
观”，这样的目标太过笼统，可以改成“熟悉秦朝和汉朝的疆域
图，了解其扩展的范围，了解重要史实，如秦始皇统一疆土的措
施、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且认识秦汉统一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结语 
总之，在新一轮的教育课程改革中，核心素养已经成为教学

中的重点，初中历史教学作为学生学习历史的启蒙课程，可以开
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应以立德树人、
树人明理为目标，改变过去僵硬的教学方式，跟上现代教育的步
伐，通过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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