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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 
——围绕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反思 

◆常小娟 

（渭南市三贤中学） 

 
摘要：随着教育体制不断深化改革，各项重大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体系的

束缚，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既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也是对于教育队

伍的严峻考验。高中是教育当中 为重要的一个时期，随着多年的教育

和经历，高中生不断成长，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观念也逐渐趋于成熟，

对其进行历史课程教育有助于高中生了解我国发展历程，正确的通过前

人的优秀理念形成完备的世界观，所以想要顺利开展高中历史课程的教

学任务，就应当以《历史课程标准》为研讨前提，不断创新展开工作，

才能符合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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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历史的内容较为广泛，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一定
的引导，帮助学生了解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丰富学生的内
心世界，是一项具备现实意义的科目，在《历史课程标准》当中，
针对高中历史课程的开展提出了良好的方案布置，为教师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项标准颁布时间较早，已经不能与现代社
会完美的接轨，导致很多问题产生，对于教学工作来说，如果盲
目的信任该标准的内容而不产生自身的思想，教育事业的发展势
必受到阻碍。 

一、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历史课程标准》是众多教育者的优秀结晶，为广大历史教

育从业者提供良好的引导方向，在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的情况下，国家历经四年时间对其进行重新修订，不断完善其中
内容，将现代社会的核心思想灌注与教育事业当中，促进普通高
中教育更加繁荣的发展。在进行修订的过程当中，不断结合现代
普通高中的变化，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积极调整教学结构，将传统的教育工作当中融入德
育教育，以培养更加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 终取得优异成绩。 

二、高中历史课程改革 
相比于其他学习阶段，高中的历史课程教学更加系统化，因

高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变化能够
通过思想的逐渐成熟而产生明确的理解，所以，为了能够达到新
时代对于学生的标准，高中历史课程不断深化改革。传统的教学
方式当中，以教师口述和板书为基础，通过教师对于教材的理解，
不断灌输给学生，学生虽然能够更加深刻的记忆知识，但并不能
产生独立的想法，在学习当中，难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利于
历史深刻概念的理解以及将所学知识活学活用，在课程改革当
中，首要目标便是解决这些问题，以学生内心世界为基准，调整
教学方式，将传统当中学生死记硬背以及机械式学习方式进行转
型，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信心，教师通过新课标的理解，更加深入
的了解学生内心世界的真情实感，以学生的真实所需为重点，帮
助学生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赋予一定的价值观念，让学生能够从
历史当中汲取更多具备现实意义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在
日后的学习生涯以及未来发展当中，提供一定的原动力。历史课
程改革除却基本对于学习方式的转变外，还对于教师培养综合素
质更高的学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高中生已经趋于成年的成长
下，教师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意义更加重大，培养学生建立完备的
社会观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而通过新方式对于学生的教学，
能够将历史教育当中的一些思想政治理念以及社会功能相融合，
不断帮助学生在进行日常学习任务，并且提高自身成绩的同时，
还能够真正的重新审视内心世界，进一步落实学科当中对于核心
素养体系的提高。作为一种意义较为深远的学科，历史在学生的
日常生活当中，并不能够直观感受该学科带来的帮助，而是应当
通过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了解，与自身的生活实践基础相连接，
并积极体会其中的变化，才可以提炼精髓的知识内容，所以在高
中的历史教学当中，包括唯物史观、时空概念、史料实证、历史
解释、家国情怀等方向共同重要，并且几项重要目标呈现递进关

系，学习历史已达到提高成绩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在丰富内心知
识后将所学内容价值化，才应当作为现代历史教学的核心内容，
学生在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后，能够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和反思，
建设具备自身特色的人生观，能够在新时期教育改革的背景下，
提高自身综合竞争实力。 

三、历史教育现代化 
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改革过程中，更新了课程内

容，在内容的修订当中，逐渐注重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及
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将传统标准当中所含内容不断进行筛选，
提炼符合现代时代发展的精华，以创新方式进行展现，能够帮助
学生获取更多更明确的启迪。必修课程的改革当中，原有课程部
分采取保留，但其中缺乏一定的专题方向，而通过改革，将历史
课程当中更加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具备核心素养的内容，对
于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历史的学习当
中，不仅应当对我国内部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且建立一定的文
化自信心，也应当积极探索外来文化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
中，由于科技成果的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文化理念的传播和碰
撞已经成为日常性的话题，所以在历史学习当中，就不能够继续
闭关 国，固守传统思想，而将所有外来文化排斥在外，对于高
中学生的教学当中，应当更加开放外来文化的思想交融，通过学
习其中精华，帮助学生分析外来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东西文化
交融中所应当坚守的思想，为学生梳理中外文化发展的基本脉
络，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理解文化的传承与更迭，对于一些
重点问题能够更加辩证的思考，才能正确树立一定的价值观念。
新课标的改革还在评判标准方向发生了变化，对于学生所学知识
的考量更加深入，传统教学当中对于学生的判断，仅仅在于成绩
的比对，对学生综合素质缺乏判断，较为片面，而改革的过程中，
依然以学生的成绩为判断基准，但其中大量融汇了核心素养的评
判标准，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学业质量的综合标准，提高了
评判等级。历史教学当中虽然传统文化底蕴丰富，但在新课程标
准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提出现代化方式对历史内容进行全新解
读，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相结合，为社会培养综合素质更加突
出的人才发挥一定的作用。 

结语：高中历史课程的不断改革，为教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
液，帮助教育体制改革更加深化和价值化，较比成绩的进步来说，
培养公民素质和人文精神更加能够符合现代标准，促进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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