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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传统的知识性教育已经转变成了核心素养教育，要求教师们关注学生这一主体，结合他们的

长远发展需求来设定本学科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从而给予学生更加科学、有效地指导，使之在受教育过程中发展个性、完善人格，进而推动

其终身发展。因此，初中历史教师需要遵循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使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成为应然之道，从而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让学

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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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素养是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需要学生

在日常学习活动中不断积累、训练才能形成。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培

养学生的历史素养，既是新时期课程改革的要求，也符合现代社会对于

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所以教师必须不断调整个人的教学思路，围绕历史

素养来组织教学活动，并据此予以学生相应的指导，辅助他们掌握课本

中的基础知识，同时不断强化他们的综合技能，进而从全方位对他们进

行教育，有利于促进其全面发展。 

1 重视基础教育，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 
丰富的理论知识是培养和发展学生历史素养的前提，所以初中历史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重视基础知识教育，通过合理引导来帮助学生更加

高效地吸收和内化知识，进而不断增加他们的知识储备，在潜移默化中

推动其学科素养的提升。如，教师在讲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

时，不仅要重视指导学生分析苏联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其据

此了解苏联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具体过程，还要引导他们着

重记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以及斯大林体制的相关内容，同

时要联系具体的时间点组织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

过程直观展示出来，以此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使其在基础知识学

习中掌握更多历史理论，进而为他们之后的学习、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助于促进学生历史素养的不断发展。 

2 优化教学模式，发展学生的历史素养 
2.1 提倡合作，培养学生的学习和思维能力 

新时期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所以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要多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机会，促使他们不断挖掘自身潜

能，在积极探究中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例如，历史教师可

以根据《辛亥革命》一课的内容为学生设计合作学习方案，要求他们共

同探究辛亥革命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分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内容和意义，同时梳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过程及原因，然后从政

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

景对其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思考，由此既可以使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和探

究目标，也能够使他们在合作中进行针对性讨论，及时聆听他人的想法，

学会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历史问题，进而不断强化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灵活思维能力，还能够推动其历史理解和解释能力的发展。 

2.2 创设情境，提高历史素养教育的有效性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有效互动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教

师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唤醒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师生

互动。此时，初中历史老师可以使用情境教学模式来辅助学生学习，将抽

象的历史理论转变成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以此不断增强教学效果。比如，

教师可以结合《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一课的内容，使用多媒

体设备为学生播放历史剧《贞观长歌》的相关片段，以此来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同时可以将教材中的文字信息转换成视频信息，帮助学生更加直观

的理解和分析，有助于增强教学趣味性，并不断简化学生的学习过程，进

而促进他们历史理解能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其历史素养。 

2.3 补充拓展，引导学生灵活应用所学知识 

初中历史教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还可以通过补充拓展来丰富教学

内容，以便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他们灵活运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更加多

元的问题，从而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应用水平。如，教师在讲授《香港

和澳门的回归》时，就可以根据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分析近年来祖国大陆

与港澳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使用多媒体展示港珠澳大桥的图片，要

求学生结合所学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的积极意义，由此在拓展中不断完

善学生的学习思路，且能够使其将课本知识与现实中的问题相联系，进

而不断提高其应用能力，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历史学科素养。 

2.4 情感教育，不断完善学生的历史价值观 

在讲课过程中，初中历史教师要根据授课内容渗透情感教育，以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客观看待和评价历史，同时不断强化他们的爱国

热情，以便顺利提升其学科素养。比如，历史老师在为学生讲解《甲午

中日战争与瓜分中国狂潮》时，就可以借助相应的历史事件为学生讲解

“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使其明确“非正义战争”带来的危害，然后

据此激发他们对于侵略者的憎恶之情，同时不断唤醒他们珍惜幸福生活、

努力建设祖国的意识，从而有效触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感，有助于不断

完善其历史价值观。 

3 教学结合实践，强化学生的历史素养 
实践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发展其综合素养的有效途径，初中历史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为学生讲解各种理论之外，还可以带领他们走出课堂，

到生活中进行实践、探究，以便不能拓宽他们的学习空间，使之在亲身

体验与经历中形成良好的历史素养。例如，教完《青铜器与甲骨文》一

课后，教师就可以带学生去参观当地的历史博物馆，让学生见识各种出

土的古物，使他们了解古人的智慧，并结合学过的内容分析不同物品所

属年代，有利于提高他们学习和应用历史知识的兴趣，在实践中增强其

学科素养。 

4 结束语 
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

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进一步提高初中历史教学质量，

教师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结合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来设计方案，促

使学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学习历史理论知识，并在此期间通过有效引导

不断强化他们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和唯物史观，从而将应然变为实然，

终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促进学生历史素养的稳定发展，以便顺利完成

本学科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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