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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历史“课堂立意”与“核心素养”关系初探 
◆管永利 

（沈阳市第 170 中学  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课堂立意”是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课堂立意”的确立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时空观念”为建构、以“史料实证”为呈现、

以“历史解释”为重点、以“家国情怀”为升华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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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新课标中增加了以前没有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就
目前大多数省份还没有使用新教材和高考改革的形势之下，如何
将新课标、核心素养、教材与教学和高考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线
教师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将核心素养的提升作为目
的，并将其融于“课堂立意”确立的过程之中，从而探寻出一条
提升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路。 

对于“课堂立意”概念学者们表达不一，大致分为一堂课的
“核心概念”和一堂课的“中心或‘灵魂’”两种。本文综合各
学者提出的观点，将“课堂立意”界定为：教师依据课程标准、
学术研究前沿、教材，并在结合学情的基础上，以一个或多个核
心素养为中心，提炼出课堂教学的核心思想或主题，然后在提炼
出的“课堂立意”下去统筹知识，从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和课程目标的有效完成。 

一、“课堂立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唯物史观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也在历史学科五大素养中位

于首位。在日常教学和“课堂立意”的确立过程中，以唯物史观
作为看待历史、认识事物的基础，将唯物史观作为“课堂立意”
确立的指导思想，是“课堂立意”与核心素养结合的重中之重。
发展是对唯物史观 好的坚持，丰富是对唯物史观 好的继承，
那么，唯物史观对“课堂立意”的指导也是灵活多样的，但万变
不离其宗，教师在确立“课堂立意”的过程中要明确注重唯物史
观的指导性，要以唯物史观为“主旋律”，深刻的揭示和阐明历
史发展规律、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判断、精选与处理教材内容、
突出历史人物评价的价值引领、运用实践观点讲授历史等，让学
生不仅能够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的学习与探究中，还能够将其
作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 

二、“课堂立意”以“时空观念”为建构 
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是事物进行

观察、分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在“课堂立意”确立的过程中，
时空观念是首先要考虑的，而且在确立中起着“主干”的作用。
由于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
这也引申出学生需要具有在不同的时空框架下叙述过去、合理解
释史事、考察现实社会的能力。基于以上能力的培养，在“课堂
立意”确立的过程中，就“整体时空”意识来说，除了利用历史
图表之外，教师还可以重新构建历史时空，向学生呈现某一时空
领域下具体的情境，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一个时代或一个地点产
生一种直观认识，进而产生总体的印象以便其理解和解释史事
（情境教学）；此外，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构建历史思维导
图的方法，也能够使学生对时空观念进一步深化，从而达到古今
贯通，中外关联的理想境界。 

三、“课堂立意”以“史料实证”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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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法。就“课堂立意”的确立而言，史
料是比较好的呈现“立意”的一种方式，学生可以通过史料的阅
读和辨析，认知史料作者的意图、判断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而
增强实证意识，还可以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和自己的历史认
识，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要依据，形成实证精神。由于史料是一堂
课能否使“立意”良好得到体现和升华的重要载体，因此史料的
获取和处理也成为“课堂立意”确立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
史料的获取要围绕“立意”有针对性的进行选取，同时还要注意
以下几点：第一，教材史料进行充分利用；第二，课外史料尽量
选取原始或一手史料，力求史料的真实性；第三，进行史料真实

性的训练，可以就同一史事多角度选取史料；第四，要结合学情，
史料难易程度要适度；第五，多个史料之间要有逻辑性，并且围
绕“立意”，不能随意的堆砌；第六，尽量做到古今贯通，中外
关联；第七，对于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课外推荐一些书籍和史料。 

扎实的史料才能使“课堂立意”突显，使学生深刻理解一节
课中教师想要诠释的“灵魂”。而对于史料的理解和解释则是“课
堂立意”能否得到升华的关键。 

四、“课堂立意”以“历史解释”为重点 
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

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课堂立意”即确立了一堂课的逻
辑主线，本身就是培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
历史解释是立意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该着重于以下几点：首
先，教师要提高历史解释素养，对资源进行整合。史料实证属于
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也离不开史料，教师必须要进行广泛阅读和
理解，并把握主要史学理论、方法和唯物史观的运用，才能在“立
意”指引下，引入新史料、新成果等，站在更高的角度对资源进
行有效整合；其次，注重求真、求实、质疑精神的培养。历史解
释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教师要围绕立意进行核心阅读
和搜集史料，对于史学界对同一事物不同解释和史学界已经发生
变化的认知要特别关注，以此为重点可以让立意更加饱满； 后，
形成性评价多样化。可以用叙述故事、对话、引导、辩论、论文
等形式，考察和锻炼学生表达看法、发现问题和解释评判的能力，
这也是提升学生高考中材料题的解释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 

五、“课堂立意”以“家国情怀”为升华 
一个完整的“课堂立意”中家国情怀是必不可少的，具体的

情怀培养也会因课程内容而异。家国情怀属于一种情感上的体
验，笔者认为运用情景式教学，让学生融入历史情境，能够更好
的激发学生的情感；其次，“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
的依靠，培养学生对于家庭、家乡的热爱之情也至关重要，发掘
身边的历史素材和史料，将其有机的整合到教学中，也更能够引
发学生的兴趣进而提升情感的共鸣；再次，将“国”融入到世界
潮流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立意高远更能体现历史的价值，能使学
生的情感得到升华，以古鉴今思进退，让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下砥砺前行。 

综上，“课堂立意”是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途径，“课堂立意”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时空观念”为建构、以“史料实证”
为呈现、以“历史解释”为重点、以“家国情怀”为升华能够更
好的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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