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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目前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需求，高中历史课堂中除了需要教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外，还需要对学生的学科素养进行积极培养，结

合教学实践现状，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选择适合的教学方式进而提升高中历史课堂的效率和质量。本文结合目前历史学科素养的相关

内容，进而提出相关的培养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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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素养的培养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被逐渐重视。高中历史课程

内容所包含的知识点较为复杂和深奥，并且很多知识点之间没有任何联

系，对于学生学习而言具有较大的学科难度。因此在历史学习中注重学

科需要的培养，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效率，同时也可以在学科

素养的培养中提升对历史学习的兴趣，进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另外教

师应当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

教学方式，全面落实核心素养教育理念。 

1 激发学生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唯物史观念 

在我国学者对教育理论的阐述中认为社会就是学校，这也与生活就

是教育观点相互一致，该理论在实际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将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说明。社会使生活的重要场所，同时也

是开展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生活化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前提，联系生活

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展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但是根据新

课程标准对教学的要求，想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只有课堂教育是

不够的，还需要教师对课后作业实行多样化布置，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 

例如在讲解西方制度时，教师可以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过程，

以及对该制度的历史概念和历史意义进行有感情的描述，保证学生能够

掌握该制度背后的历史内涵。另外教师还可以将相关知识点进行总结和

归纳，便于后期学生对知识的深入了解，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多媒体设备可以丰富课堂内容，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但是教师不

能够失去自身的主导地位，需要在在内容描述上赋予一定的感情，进而

为课堂建立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发散式思考，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2 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史料实证素养 

所谓史实就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内容，因此教师可以讲这些史

实内容串联，进而营造一种良好的历史文化课堂氛围。在历史学科中最

重要也是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各种历史事件，因为这些事件都会有固定的

时间、地点以及事件内容，在实际教学时教师应当首先对相关的历史知

识进行深入了解，进而对该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在运用中潜移默化的培

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历史事件内容中含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所以教师可

以营造课堂良好的历史氛围，而这种氛围是历史课堂中独有的，此外教

师还要将学生学习状态充分融入进这种课堂历史氛围中，让学生能够对

相关的历史事实感同身受，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 

例如在课题“甲午战争事件”的相关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一些有关

的战役列举出来，例如黄海战役和威海卫战役等，然后利用甲午战争事

件为主要线索，将这些历史真实战役进行串联，在学生脑中构建出一种

科学的文化体系，进而提升学生对史实掌握的效率，深刻体现了历史事

件在教学中的价值。同时教师可以提出问题让学生自主分析和探究，如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战争的爆发？《马关条约》的签订对我国又怎样的

影响等。通过问题的提问将学生带入到教师所创建的历史教学情境中，

让学生在脑中构建出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真相，进而通过不断的思考和

探究，拓宽学生的历史知识视野，培养其自主探究能力。 

3 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时空观念 

随着多媒体教学的不断融入，多媒体教学设备也被逐渐广泛应用。

因此教师可以在历史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教学刺激学生的感官，使其在欣

赏相关视频或者图像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接收到最多的信息，锻炼学生

历史学科思维能力。在历史学科创建情景教学时应当不受到时间限制，

进而让学生思想感情与历史学科不断拉近，使传统教学模式发生创新和

改变，有效改善历史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更加主动的参与到课堂教学

活动中，促进学生学习效率提升的同时增加历史文化的认同感。综合素

养使历史学科重点培养的内容，也是学生学好历史的关键。因对新课改

的教学要求，需要学生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通过丰富的阅读方法提取

关键性的历史信息，并有效对这些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和探究，从而有效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例如在讲解关于“祖国统一”相关课题时，教师可以提前要求学生

做好预习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和总结的相关工作，并根据实际教学

内容制作出复核与课堂教学活动主题的作品和资料，然后利用多媒体设

备将学生课前准备的资料进行播放，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和分析。在此过

程中，教师应当明确学生所选择的资料内容，指导小组根据所选择的资

料列出学习纲要，并提供给学生正确获取资料的渠道。然后帮助学生完

成多媒体作品的相关制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最后开展作品的科学评比，通过多媒体教学展示的课堂活动，进而培养

学生的学科素养和实践操作能力。 

4 结语 

学科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因此教师需要将历史

文化知识点首先进行充分的分析和了解，然后结合学生实际的文化需求，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选择适合于新课改要求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的同时有效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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