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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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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意味着新方案，新方案意味着新方法。在新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要积极注重自身教学模式的改良，通过全

新教育思维的展现，对各项先进教育理念的内容进行践行，这样既可以契合新课程标准改革的发展要求，也可以通过学生实

际情况的了解，重点优化自身的教学质量。鉴于此，本文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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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应注重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主要依赖于课堂教学活动，而课堂教学活动离

不开教师与学生，通过教师的“教”这一活动与学生的“学”

这一活动的融合，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全面促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一、高中历史教学的主要现状

（一）高中历史教学现状

新高考改革为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当前由

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方式单一、内容僵化，与新课改要求不

一致，使得高中历史教学过于被动，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是高考的主体和课堂的主人，但现今的高中历史课

堂教学中，学生的这一特性无法很好地发挥出来，这就使得

很难满足新高考改革的需要，进而使得学生无法发挥自身的

主动性，导致新高考改革与学生学习的内容不相适应。

（二）学生的学习现状

无沦是新高考还是新课改，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增强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从目前来看，在培养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方面还存在着多种问题，无沦是传统的教学模式还是

课堂教学内容，这此都不是目前最先进的，这此都阻碍着学

生更好的发展。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也就无法增强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导致高中历史教学效果达不到

要求。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学

好历史知识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但是在历史教学中，

学生对历史知识没有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策略

（一）激发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历史教师要积极推动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方便牵引式教学的发展，更要增强自

身的教学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增

强课堂教学的活力。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目标不应

该再是为高考服务，而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成长服务。历史教师

在进行高中历史教学时，需要针对历史的重点进行分析，寻求

全新的教学思路，在呆板的历史资料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重点

知识，找到学生感兴趣的点，并将二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例如，在讲解“甲午中日战争”这一课时，教师就可以

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立足教学的本质，探究

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对甲午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明确，

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明确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为

了增强学生对甲午中日战争的深刻了解，历史教师还应该丰

富多种教学形式，使得课堂教学内容得到有效延伸与拓展，

增强课堂教学的质量

（二）明确教学目标

教师不仅要在课堂教学中注意历史学科单一索养的培养，
也要注意对学科核心索养进行综合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设计教学目标时，首先应注意从三个维度去设计，分别是学
期课程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标，课时教学目标。其次，教
师应注意在设计教学目标时，不能割裂核心索养的五个方而；
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学情，教法等，使所
设计的教学目标不偏离教学实际。最后，教师在设计教学目
标时应注意对所设目标进行评价，司一以选择过程性评价或
其他评价方式，以便考量学生具有的核心索养程度。

例如，在学习“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时，将教学目
标设定为“通过学习冷战、两极格局瓦解等史实，养成唯物
史观、时空观念”，显得很空洞、过于简单，同时对于唯物史
观、时空观念的指向也比较模糊。笔者认为可以把教学目标
做一下修改，使之史能适应学生学习，司一设计成：“认识冷
战的发生，尝试辩证分析两级格局瓦解和苏联解体，养成唯
物史观；认识冷战、两极格局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时空观念”，
这样，唯物史观和时空观念的培养目标与教材内容有机结合
起来，可明确指导学生的学习。
（三）组织课外实践

在对历史教学内容进行把握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在课
堂教学的基础之上对课外实践活动进行开展，这样可以引导
学生更好的对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进行应用。也就是说，我们
要创设一个智能化的历史教学平台，让学生可以在动手动脑
的过程中，进一步的对历史学科的学习活力进行感知。

例如，让学生以竞赛的形式优化自身的问题洞察能力，
学生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小组参与竞赛。竞赛之中，分为不
同的题目阶段，通过抢答获得分数。学生在准备竞赛的过程
中，可以更加全而的了解基本知识，也可以在与学生互动和
沟通的过程中，优化自身的团结协作能力，这样在问题导向
之下，推动学生开展各项自主探究活动。

三、结语
为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背景和条件，高中历史教师必须深

度分析新高考的改革方案，看清现如今高中历史教学存在的
弊端，并及时做出整改，让学生全面地掌握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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