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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下中学历史主题教学的操作模式 
◆林伟山 

（晋江新侨中学  福建省晋江市  362200） 

 
摘要：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

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

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

综合体现。①历史核心素养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唯物史观、历

史解释、家国情怀。为了在历史课程教学中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采取主题教学的模式，更能直观有效地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引

发学生对情感上、灵魂上的共鸣，使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下面笔者将

结合对相关理论研究的理解，以及自身教学实际，就核心素养下的主题

教学模式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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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教学目标提炼主题，突出核心素养 
历史教学目标是师生通过历史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或

标准，是对学习者以后在认知程度、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的明确
的、具体的表述。教学目标可以分为学期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
标和课时教学目标。历史教师的教学活动应该是围绕教学目标展
开的，不然只能是无效的教学。因而在开学的第一课，往往要对
学生表明本学期的学期目标以及单元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叙述目
标的同时必须提炼出主题，让学生有更准确的方向和理解层次。
比如岳麓书社版的高中课本：必修一为政治文明历程；必修二为
经济成才历程；必修三为文化发展历程。已经直接指出学期目标
以及叙述的主题。 

又比如部编版初中课本七年级上册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
元为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第二单元为夏商周时期：
早期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变革；第三单元为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第四单元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
与民族交融。这对单元主题已经进行了提炼，在每一单元的开篇，
也需要让学生有所了解，并在单元课的教学中渗透主题思想。值
得一提的是，每一单元也按时序编排，体现了时空观念，在教学
或复习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建构时间轴，形成时空上的认识和
辨别。 

历史教学目标主要还是在每一课时的教学目标。一般都是以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进行。例
如，在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 12 课《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可
以制定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推恩令；刺史制度；罢出百家独尊儒术；
设立太学；盐铁专卖政策； 

过程与方法：通过参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短剧的
表演、课堂讨论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加深对历史
知识的了解，并增强历史想象力。汉武帝的大一统是秦朝中央集
权制度的延续和现固。学会用比较的方法对比“秦皇汉武”加强
中央集权的措施的异同和对历史的影响。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是西汉强盛的
顶点，经济上的发展是政治局面形成的物质基础，从而认识统一
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原因。 

为了更加突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可以进行调整为如下教学
目标。 

1、唯物史观，通过对汉武帝大一统措施的讲解，并结合史
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汉武帝，使学生认识到重
要历史人物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 

2、史料实证，通过阅读教材，结合材料，使学生能够理解
汉武帝在政治、思想、经济军事上面临的问题，从而深刻理解汉
武帝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方面的措施，并识记。 

3、家国情怀，认识汉武帝大一统是西汉强盛的顶点，经济
上的发展是政治局面形成的物质基础，从而认识统一是国家强盛
的重要原因。 

4、时空观念，以时间轴的方式，展示西汉皇帝的演变过程，

重点强调汉武帝是西汉第六个皇帝，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5、历史解释，通过教师讲解和活动探究的方式，让学生理

解“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历史名词的含义和意义。
学会用比较的方法对比“秦皇汉武”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的异同
和对历史的影响。 

根据教学目标可以提炼不同的主题。以人物为出发点，主题
可以是“汉武大帝”；以内容为主，主题可以是“巩固大一统”；
以家国情怀为主，主题可以是“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等等。 

二、丰富史料教学探究主题，培养批判性思维 
史料是还原与重构历史的证据。史料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通过对史料的选择、甄别、分析与运用，体验还原与重
构历史的过程与方法。②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强调学生学习
方式上的自主、合作、探究。这就要求教师上课必须摒弃过去灌
输式的教学，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史料教学
正是一种极佳的方式，可以强化学生认知过程的智慧碰撞和情感
冲突，让学生在史料当中甄别、探究、运用，从而得出“历史解
释”，也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在历史教学中，拿到一段史料，一定要有所鉴别。不仅要看
其字面信息，更要结合其语境与作者身份，分析其真实意图，而
不是盲目相信。③比如在研究拿破仑这一历史人物时，有的老师
可能会拿出一幅油画《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来渲染拿破仑的
英雄形象。但事实是，画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另外，在许多版本的历史教材上都叙述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和赫赫武功，学生的认识可能会片面化，经过史料的收集： 

《汉书》卷五十七记载：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
然多杀士众，竭民财用，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
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蓄积至今未复。 

通过解读，让学生对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实际上也
就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变通性和思维的新异性。 

三、创设情境教学深化主题，促进心智发展 
所谓情境教学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

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
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促进学生
心智发展的教学方法。张汉林教授指出：教学情境的创设，应该
服务于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挖掘，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所以，在
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情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主题。 

例如，以汉武帝大一统为主题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对教材进
行整合，以“诊断书”的形式，对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进行概括，
使学生认识到大一统，不仅仅只有疆域上的统一，还包括政治、
经济、思想、军事等当面。再比如为了理解经济大危机爆发的原
因和特点，有的老师创设了以下的案例：（1929 年经济大危机爆
发后）寒冷的西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问妈妈：“现
在天气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生炉子呢？”妈妈回答说：“因为
我们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
什么失业呢？“因为煤太多了，爸爸所在的煤炭工厂破产了。” 

通过这一合理情境的创设，让学生理解经济大危机爆发的根
本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消费的速度跟不上生产的速度。 

培养学生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发挥学生主体性地位，这就
要求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提高历史课堂的有效性。在这一
背景下以主题教学的方式进行探究性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
过教学目标、史料教学、情境教学对主题教学的模式进行了初步
探索，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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