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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培养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储黎燕

浙江省宁海县桥头胡初级中学　浙江　宁海　315600

摘　要：初中阶段是学生系统学习历史与社会文化知识的起始阶段，鉴于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限制，对于历史与社会

知识的学习需要教师给予有效的指导。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师要以新课改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指导，全面提升学生的历史

与社会核心素养。分析历史与社会核心素养的内在，尤以国际观念最为基础，也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掌握，因此，从国际观

念的角度开展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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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学生历史与社会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想拓
展学生历史与社会眼界，促进学生新旧史观的融合，教师需
要用正确的史观引领学生关注社会和热点，突破教材的束缚，
引导学生更好地形成科学、完善的历史与社会观念。

一、运用图表，使知识更形象

在表示历史与社会事件中的时间顺序时，经常使用时间
轴和历史与社会大事年表的方式。在展现时间的方式中时间
轴是最好的方式，它可以通过图像的方式直观的呈现给学生，
该直观性不单单是由于形式简单，更因为它能够把历史与社
会事件通过发展的脉络展现给学生，直观的图像和文字、表
格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容易在学生的脑海中留下深刻
的印象。它不但方便学生理解历史，更便于学生记忆相关的
知识，认识到历史与社会的发展。由于它具有顺序性和延续
性，因此和文字、图像、语言等相比，可以给人以更加深刻
的印象。原有的时间轴大多都是使用时间对应事件的方式，
教师能够对其展开简单的优化，除了要表现出事件与时间的
对应，还需要把事件之间的关系加入其中，让学生对历史与
社会事件有更加清晰、完整的认识；而历史与社会大事件年
表大多数都是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把书中
的所有历史与社会事件融入到一张表格内，使其看起来简洁
而整齐。例如在学习“春秋争霸”时，若只是通过课本对战
国、春秋、东周的历史与社会进行记忆，就十分容易混淆，
而使用时间轴的方式则能够方便学生理清历史与社会时期，
较好的展现历史与社会的阶段性特点。

二、课前梳理知识，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一）教学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师生共同协作的过程，以教
师的视角来分析，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梳理知识点，能够让
学生更好的把握教材中的重难点与教材的方向，优化课程与
课时的进度安排，从而更好的学习教材。

（二）从学习分类上进行分析，知识的学习需要通过使
用、巩固、理解等多个步骤，学习的目的是探究是否了解、
了解的深入与否等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学生的
“国际观”。

（三）“前认识形态”是学生学习之前的认知与知识储备
状况，它是影响学生“国际观”的重要内容。中学生在学习
历史与社会之前就一定要具有对应的历史与社会国际观，而
实际的生活对这种观念的影响最为强烈，所有学生的理解能
力、知识储备、学习能力等状况各不相同。

（四）教学时要着重体现展开分层教育，注重每个学生之
间的身心差别、年龄差异等，虽然这种方式在实际的教学中

难以有效开展，不适用于人数较多的班级。但本人所在的班
级人数就十分符合这个特点，能够较好的展开分层教学。初
中生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且每个学生的性格、
经验、经历等都大不相同，所以在理解国际观中的时间观与
空间观中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尊
重学生的差异性，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发挥自身的潜力。

三、地图与多媒体的融合
地图是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第二种语言，它在历史与社

会教学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学生在历史与社会学习中
经常会使用到的教学工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大多会使用到
以下几种地图：第一种是分布图，这种图多数时候是用于体
现不同时期内具体事物的进行状况。有的地图着重展现的是
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有的地图是着重展现不同时期中农业
的发展状况或经济的发展对比等，图名不一样，展现的重点
也不同。例如《东汉时期的边地各族》。其次为形式图，该种
图片着重展现的是政权对峙、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战争战
况等；第三种是疆域图，例如《清朝疆域图》《隋朝疆域图》，
大多和政权的分布有较大的关系，学生学习地图后就能够了
解到边疆的行政区及边界划分。

四、巧用知识对比
对比是明确事物异同关系的方法与过程。历史与社会学

习中对比法的使用大多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具有可比性的历史
与社会予以对比，从而探究两者的差异，发现历史与社会的
本质与规律。在教授初中理论知识时使用对比法，能够从空
间为出发点，探究多个时间所出现的类型情况，并进行对比。
例如在世界史的学习中，教授资产阶级的相关内容时，能够
使用对比法，把俄国、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展开比较，
从革命成果、革命原因、革命时间等方面，更好的引导学生
理解资产阶级革命。

五、结语
由此可见，国际观念是历史与社会核心素养中的重要内

容，它是学生所需要具有的基本能力。学生拥有较好的历史
与社会国际观，对于学生全局意识的培养、综合能力的提升、
历史与社会体系的构建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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