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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是指经过教育与培养之后，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品格与能力。高中历史课

堂中可以有效培养学生事件分析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逻辑敏锐程度，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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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汉服大家班固曾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唐太宗李世民也曾

有名言流传于世：“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著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读

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

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古今中外多位名人都不约而同的从各个角

度阐述了历史的重要性，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

会帮助我们打开其他领域的门径，打造高效历史课堂，培养具有核心素

养的高中生，仍是现阶段我国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重点。 

1 在高中历史课堂中有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路 

1.1 课堂教学与史料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历史不是干瘪的文字，教科书上寥寥数行字就是一位古人的一生，

甚至是一整个朝代的更迭。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真实史料，能够

提升学生的代入感，让学生学古思今，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吸取经

验教学，获得明辨是非的分析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在高中历史《历

史必修 2——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课中，学生在《历史必修 1》中已经学

习过中国古代史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教师可以收集相关历史史料，

将中国明清时代的农业、商业及工业的发展情况与同时期英国、法国、

美国农业、商业及工业的发展情况形成纵向对比，通过史料学生就可以

直观的看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的经济水平及科学文化水

平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但在 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60 年代这 100

年间，中国正处于乾隆年间，执行着“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

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而与此同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

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随后法国也紧随其后，成为了继

英国之后第二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19 世纪中期，美、德两国也完成

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完成巩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地位，欧美列

强随即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使中国开始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血淋淋的历史真相对比，可以有效激发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的经验教训，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思维逻辑，对学生

的核心素养进行了良好培养。 

1.2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 

高中历史必修 1 的课堂中，最受欢迎的便是第 1 单元《古代中国的

政治制度》，最不受欢迎的便是第 4 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

流》。古代中国繁荣强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学生

在学习第 1 单元的课程时，一直被民族自豪感所包围，学习积极性非常

高。但到第 4 单元开始，详细讲述了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整个单元都

在不停的战败、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度过，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都憋着一股气。此时，历史教师不应只是单纯的对历史课本知识进行

介绍，还应及时对学生的心理变化进行心理干预及爱国教育，引导学生

理解，国家危难之际无数历史前辈们如何力挽狂澜，献出生命，才换来

了我们如今的和谐、安定生活，只有了解自己的祖国，才会对她爱的更

深沉，中国经历了极盛，也经历过极衰，现在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高中生作为国家的接班人，更应不负前辈们的努力，热爱祖国、努力学

习，报效国家。 

1.3 帮助学生构建历史学习框架，提升学生的逻辑敏锐程度 

历史课程知识点繁多，时间线复杂，还兼顾中、西方两条历史线，

为学生的历史的学习增加了很大难度。因此，教师更应协助学生构建历

史知识框架，形成历史知识网络，利用好每本教材附录中的《中外大事

件年表》，时时刻刻注重中、西方发展史的对比，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及逻辑敏锐程度。历史与文化、经济、军事、工业都密不可分，学生

在构建知识框架时需额外注意，不仅仅是中、西方朝代更迭的简单对比，

而是应当通过历史事件本质找到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中、西方因地

理位置不同，所以文化起源不同，随之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及宗教，

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文艺复兴”、“商鞅变法”、“工业革

命”、“世界大战”、“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同

一时间，不同维度对中、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知识框架的形成有

助于学生对于历史全面的把握及思考，通过不断的纵向及横向对比，提

升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2 总结 

历史是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高中历史教学对于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与课堂教学与史料相结合，培

养学生分析能力及爱国情怀，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构建历史学

习框架，提升学生的逻辑敏锐程度等方法，以期提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效率，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出具备核心素养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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