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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对高中教学做如下规定：“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以及

重要的历史概念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学生在初中阶段已对基本的历史知识、人物、事件和现象有了认知和了解，高中阶段则更侧重于

要求学生明晰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并准确无误地理解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在常年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普遍存在对历史概念解释模糊

不清、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准确的现象，使学生对相对抽象的历史概念缺乏准确认知，以至于在考试中出现因概念模糊而导致的错误。

这其实不仅反映在即便是高考的各类型考试中，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学生形成缜密的思维力和明晰的判断力。我们所提倡的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不仅仅只是让学生学会做题，更重要的是，若干年后，经过科学培养的学生成为社会一份子，他们仍能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

科学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这才是历史学科教学的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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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几个题例，从中感受一下历史核心概念的准确把握对于解题

的重要性。2019 年全国文综大纲 2 卷第 26 题，程颢诗云：“闲来无事不

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

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其体现

的主旨是 A.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B.人与万事万物皆同理 C.张扬自我的

人生态度 D.无为而治的思想理念。学生从中提取有效信息有：作者程颢，

理奠基者之一；从“万物静观”感受到诗人静心观察万物的心态，正符

合理学的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的实践方法；“道通天地有形外”，可见有

形的天地万物皆由道一以贯通；“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体现理学“去欲”的思想。因此，本题的考查主要着眼于学生在提取有

效信息后，结合对理学这一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从而得出正确答案。

若是概念理解不清，或本质把握不对，很可能受到“闲来无事”“道”等

的影响，而误选 A 或 D。 

2019 年全国文综三卷第 30 题，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新中华》载

文：“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

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

这可以用来说明当时 A.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相同 B.官僚资本

主义在中国迅速膨胀 C.经济理论问题引起民众的普遍关注 D.马克思主

义思想方法得到传播。本题考查的一个关键能力，依然是对历史概念准

确理解的能力。“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一概念，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和新民主主革命的史实时，我们必须讲清楚这一概念，这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有了对历史概念的准确把

握，这一题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2020 年福建省高三历史质检卷 25 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六朝

定都于南京。三国东吴时，南京已有宫廷和少数达官贵人家在重要节庆

张灯结彩的现象，彩灯多由织锦制成。南朝时，南京每逢岁时节庆便呈

现“灯火满市井”的盛况。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 A.经济重心的南移 B.

贫富差距的缩小 C.纸张用途的扩张 D.市坊格局的改变。本题首先考查学

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如提取出“达官贵人”“织锦”“灯火满市井”

等，然后找到三者的有效联系。但是学生容易受到其他选项的干扰，尤

其是在历史概念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魏晋南北朝”、“南京”

与“经济重心南移”联系在一起，误选 A 。因此对经济重心南移的概念

必须明晰，对其南移过程的阶段必须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当然，这仅是选择题部分，在近几年来的全国卷中，第 42 题也明显

体现出对历史概念的考查，往往通过罗列一些看似碎片化或细节化的事

件，要求学生从中找出其内在的共性指向，从而得出对某个历史核心概

念的认识。以 2018 年全国高考一卷第 42 题为例，该题的素材来自于精

心剪辑后的《鲁滨逊漂流记》片段，通过这些用心选取的故事情节，折

射出世界史上某些重大的历史现象，这就要求学生有准确提取信息的能

力，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观点，并准确描述历史核心概念，例如：新航路

开辟、早期殖民扩张、三角贸易、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等。 

因此，明晰历史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至关重要，那么在高中历史

教学中如何把握抽象历史概念的教学，让学生用界限清晰、内涵和外延

准确的历史概念来应对史料丰富、陷阱重重的高考，我觉得可以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1 积极创建历史核心概念，改变“重史实轻概念”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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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往往存在“重史实，轻概念”的现象，老师们通常

在上课时直接从史实入手，如某个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结果等等，

往往对这一历史事件或现象所蕴含的概念轻描淡写，没有深挖，造成学

生无法形成有内核的知识系统。因此老师们要改变以往的做法，就必须有

意识地去创建历史核心概念。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为例，首先对其进行准

确解释，让学生准确把握其内涵，即以家庭为单位小规模经营、精耕细作、

生产资料归个体所有、农副业相结合自给自足、劳动密集型；其次引导学

生掌握小农经济的外延含义，如小农经济在古代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在近现代中国的地位和现状，以及小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耕农经济、田

庄经济、租佃制经济；再次，就是对小农经济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拓展，对

一些与小农经济相关的概念，如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现

代农业也要进行对比说明。从目前的高中历史教材来看，其核心概念应该

包括政治史模块中专制集权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经济史模块中中国古代

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近代传统经济结构的变动、新中国成立后

的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思想史模块中的小农落后

思想意识等。在高考复习中，可以穿插组织这样的历史核心概念主题课，

用一个核心知识点贯穿古今中外，有助于学生将分散的、平行的知识有机

地串联起来，形成完整而宏大的知识概念系统。 

2 归纳总结重大历史核心概念，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教学 

历史概念的教学应该始终贯穿于课堂，而不是等到高考复习再进行。

因此，可以利用每一次阶段测试前后的时间，再次提取、归纳和总结本阶

段的重大历史核心概念。如政治史模块：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度；专

制主义和中央集权；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新民主

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邦联和联邦；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代议

制和君主制；新经济政策；苏俄和苏联；冷战、两极格局、美苏争霸等等。 

在创建和归纳总结重大历史核心概念的过程中，老师可以通过指导

学生制作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历史核心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相

关概念系统内、外的认知、记忆、理解和把握。以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

和发展为例，核心概念是西方人文精神，首先阐述概念，其后以时间顺

序展开西方人文精神在欧洲的四个重大历史阶段，通过纵向找规律，通

过横向找特点，从而完整掌握其起源发展的背景、过程、特征、影响（东

西方、近现代）等等。 

3 强调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将其渗透到历史概念的教学中 

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的历史解释是历史学科独特的核心素养。在

历史核心概念的教学中，通常是老师先对概念进行完整解释，然后再展开

阐述，但是在考试中，有时会表现为对碎片化的历史史实的罗列，考查学

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和正确的历史解释能力，其实这正是历史核心概念

得出的途径，当然，历史概念来源于史实且高于史实。那么在教学中，我

们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通过语言、文字、图像、表格等

等，引导学生得出抽象化的概念。在这其中，特别要关注唯物史观的培养，

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解释。以辛亥革命为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社会发展

的趋势，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危机结合的必然结果，但是辛亥革

命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究其原因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民族资本

主义发展困难重重，使民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定立场，又由于其阶级

局限性，无法发动群众，因此革命 终以失败告终。 

4 充分利用高质量试题，查漏补缺，巩固记忆 

高中历史概念教学中，需要讲练结合，来提升历史概念的教学水平。

例如，老师在讲述“程朱理学和陆王新学”时，涉及到哲学问题，概念

十分抽象，这时可以边讲边练，通过具体材料和情景设置，引导学生从自

己的记忆库中选取相关历史知识，帮助学生分析比较、识别历史概念。本

文选取的第一个题例，考查的就是学生对程朱理学思想的准确理解。可见，

通过高质量的模拟题和高考真题能够很好的训练学生，从而找出学生对历

史概念理解和把握的疏漏，及时补缺补漏，对于应对高考十分有效。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高考的角度，亦或是从学生自身发展角度考虑，

高中历史概念教学具有必要性。高中历史教师只要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

发，整合多方面的历史教学资源，通过创建历史核心概念、充分发挥思

维导图的优势、利用好高质量的历史试题，将历史核心素养渗透到历史

核心概念的教学中，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历史答题准确率，而且从长远来

看，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比较分析能力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对其终身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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