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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新课改与素质教育的推行，传统高中艺术生历史核心素养培养的质量已经无法满足教育事业的要求与社会发展需要，也不能
有效促进高中艺术生的全面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高中艺术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高中历史教师应该把握住这
次机会，以大数据为基础，加强艺术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即通过浅析高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具体含义，进一步提出有效的核心素养培
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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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渗透到了社会的

方方面面，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改革了工作和生活方式。

通过将大数据与高中历史教学相结合，可以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与特点，

改革传统的教学思维，创新教学模式，启发高中艺术生的历史思维，培

养历史核心素养，引导其正确客观地看待历史、学习历史，树立大数据

思维理念，提高高中历史学习质量。 

1 高中历史核心素养的含义 
1.1 唯物史观 

中华民族在历经了几千年发展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精粹和历

史沉淀，所以说，在历史学习中通过树立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与掌握历

史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唯物史观的确立还可以帮助学生辩证、客观地看

待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明确历史发展经过。 

1.2 时空观念 

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是与时间和地区都有联系的，这也就使得历史

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存在意义有所不同。在学习高中历史知识时，除了应

该树立唯物史观，还应该建立时空观念，掌握基本的时空术语与相关概

念，能够利用大事件年表来记忆与梳理国内外的历史事件，学会从不同

地图中获取历史知识。 

1.3 科学应用史料实证 

史料实证是证明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利用文字和图片形式的历史

史料实证可以充分反映出详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再现历史事件。同时可

以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和对待史料实证，还可以帮助其更加深入的理解与

掌握历史知识，培养其核心素养，树立“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观念。 

1.4 历史解释能力 

高中艺术生除了需要切实掌握历史知识以及了解历史事件之外，还

应该增强自身的历史解释能力。所谓历史解释能力，就是对某一历史事

件的发生时间、产生原因、造成影响以及事件背景等作出客观的评价，

运用自己的辩证思维和已有的史料实证进行合理解释，培养学生的表达

能力、思维能力。 

1.5 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高中艺术生必须具备的历史素养，这直接关系到学生对

祖国的认知以及是否拥有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还可以激励学生为祖国

做贡献，服务于社会。 

2 大数据背景下提高高中艺术生历史核心素养的有效策略 
2.1 利用大数据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应用能力 

史料实证应用能力的培养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可以引导

学生理智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高中历史教师可以利用大数据资料丰富

且便于检索的优势，选择与教学内容相符合的数据信息，引导学生从多

个角度锻炼自身史料实证应用能力，培养其历史核心素养。 

例如在教学《太平天国运动》时，艺术生们对于农民起义的作用与

意义无法充分理解，笔者就利用大数据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向学生展

示了洪秀全建立拜上帝教、天京事变以及冯云山紫荆山传教的历史事件，

利用史料实证让学生明白了农民起义的重要性，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核心

素养。 

2.2 利用大数据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建立可以帮助学生更加辩证、全面的看待问题，提高核

心素养。历史教师应该将唯物史观的培养与大数据充分结合起来，引导

学生使用辩证思维看待问题，将所学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融会

贯通，举一反三。 

例如在教学“1929 年经济危机”时，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或地区均

采用了不同手段解决经济危机，笔者便收集并统计了相关财政数据以及

市场波动情况，利用多媒体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让学生综合分析各国

策略，找出关联与不同点，然后与中国情况相结合，阐述自己的观点，

培养学生的唯物史观。 

2.3 利用大数据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高中生艺术生由于课业繁忙，一般只能从课本上获取历史知识，思

维与视野都较为局限，对于历史事件也无法全面了解，从而使得高中艺

术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培养效果较差。教师应该抓住大数据时代的优势，

借用先进技术尽可能的还原历史事件，让学生充分了解历史事件。 

例如在教学“近代中国反封建反侵略”一段时，艺术生大多对于清

政府签订丧权辱华条约十分气愤，笔者就适时使用图表和文字向学生展

示了清政府的真实情况，向学生详细解释了真实的历史情况，随后引导

学生要抓住关键，仔细分析材料，归纳层次，合理解释历史。 

2.4 利用大数据培养艺术生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国历史的积淀，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目标，

从古代的齐身治国平天下到现在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充分突出

了“家国”，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必须要培养艺术生的家国情怀，增

加其自豪感与责任感。 

例如在教学《辛亥革命》一节时，笔者就利用大数据，对孙中山人

生中的三次重要转折进行了着重分析，引导学生充分感受孙中山身上的

家国情怀，树立榜样作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勉励他们为祖国做贡

献。 

2.5 利用大数据培养艺术生的时空观念 

时空观念的建立对于艺术生的历史学习有很大帮助，能够为其理清

历史脉络和掌握历史事件提供便利。且只有在建立正确时空观念的基础

上，学生才可以结合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与时代特色进行合理、客观的

分析。 

例如在教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节时，由于其代表着世界经济

市场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且涉及到了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笔者就为艺

术生提供了时空坐标轴，利用大数据，罗列出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具

体事件，让学生更为直观的感受了经济重心的转移。 

3 总结 
高中艺术生既需要学习文化知识，还需要训练艺术功底，任务十分

繁重，而利用大数据则可以为艺术生的历史学习提供许多便利，充分发

挥出大数据信息资源丰富与使用方便的优势。同时可以创新历史教学方

法，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培养艺术生的历史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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