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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标准》在道德情操、人格魅力、知识掌握、能力提升等方面都提出很高要求， 历史学科要达到这些要求，必须掌握历史知

识体系，要掌握历史知识体系必定先要掌握历史知识体系中核心概念知识。历史核心概念知识的掌握，对培养学生大胆灵活运用历史核心概

念知识，增强历史学科分析问题、解决历史问题能力，提升历史学科素养，提高学生高考分数都有着很大的帮助，可见高中历史课堂强化核

心概念教学尤为重要。 

[关键词] 课堂；核心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历史学科高考《考试说明》中也明确规定：历史学科考查对

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唯物

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可见，广大考生要想在高考中获取高分，掌握历史学科核心概念

尤为重要，高中历史课堂强化核心概念教学更显重要。 

而在当前的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存在着“重史实，轻本

质”的问题，造成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浮于表面，对历史知识没有真

正理解，对历史核心概念的掌握更流于表面，近几年高考历史成绩偏低，

多数学生对学历史兴趣不浓，甚至对历史学科独有的家国情怀作用理解

不了、掌握不了。我个人认为，这与我们老师在平时的历史课堂中对历

史核心概念的教学强调不到位，解释不到位等有很大关系。其实我们历

史老师都知道，历史知识的结构体系是由一个一个的历史“核心知识”

组成、核心知识的纵向、横向及其立体网状的序列化组成，即历史教材

每一单元、每一章节、每一个知识提纲组成的，而历史核心概念就是指

一个历史知识结构体系中的核心知识名称和核心知识的内含和外延。如

第 X 章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第 X 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包含“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等一系列核心知识（核心概念），组成历

史知识体系《近代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可见我们通过历史

“核心知识（即核心概念）”的教学，可以将零散的历史知识、历史现象

和历史概念融入整个历史学科体系中，使学生真正能把握历史知识的内

在本质和历史的阶段特征。高中历史课堂强化核心概念教学的研究和探

讨势在必行。 

在具体历史教学中，我相信一线的老师们无论何时都提醒学生要重

点、牢固、准确地掌握最基本的历史知识要点和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甚

至也特别提示重点知识（核心概念）的重要性，但都效果不佳。究竟怎

样才能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让学生们的学习取得较好效果？我认为高中历

史课堂教学强化核心概念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属性入手：首先是要让学生

了解核心概念自身的内涵性。历史核心概念的内涵是指对历史概念的定

性，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等，是一个历史概

念区分于另一概念的根本依据。如“中国共产党”这一概念。它是无产

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立 1921 年，它领导新民主主

义革命取得胜利等。其二是历史核心概念自身的外延性。是指对历史核

心概念量的规定，是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所包含的范围或

者过程。如“中国共产党”。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

合的产物，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

立了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从本质上掌握“中国共产党”这一历

史核心概念，并能在学习中和生活中认识到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的温暖，以及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当然也可以从历史核心概念的纵向性、历史核心概念自身的横向性、历

史核心概念自身的时空性、核心概念自身的结构性等多方面去组织教学

去强化教学。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从多角度对核心知识（核心概念）进

行再认识再理解再掌握，拓展学生历史思维，开阔学生历史视野，提升

学生应试能力，使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过程中形成自己对历史知识的正

确认识和对历史知识正确解释，增强历史学科素养效果要好的多。 

面对教学中的困惑、历史课堂教学不足和学生高考低分低能的现状，

我一边教学也一边进行教研教改。例如全国文科综合卷一卷历史试题论

文题目就是通过《鲁冰逊漂流记》的故事情节中的历史现象，去提炼观

点、提炼概念。在这些历史现象中就涉及到了“世界市场”、“新航路开

辟”、“早期殖民扩张”、“宗教改革”“人文精神”等历史核心概念。学生

只有对这些核心概念熟练掌握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按照题目要求总

结知识、逻辑排序、回答问题，才能获得较高分数。近几年的高考试题

中，无一不体现对历史核心概念掌握和核心概念能力的要求。研究中我

们团队按照教学实际进行分工，第一步我们把必修教材三本书的所有历

史核心知识（核心概念）整理出来并加以释义，第二步我们结合教学进

度对照核心概念编写教学设计，第三步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试验跟踪调

查，三个年级的试验教学中一致强调围绕历史核心概念，对历史核心概

念的内涵、外延、纵向、横向、结构、时空等属性进行有理、有序、有

节进行强化和思维的拓展。三个年级两年来的教育教学研究探讨，分别

取得较好成绩。特别一提的是高三试验中我们在教学教研中不断强化历

史核心概念，同时鼓励学生们学会做题、敢于做题、善于做题理念，加

强对学生平常习题中 “核心概念”分析和进行相关指导效果显著。但是

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1）审题不清，简单地罗列一些名词概念，

对历史“核心概念”不能完整准确地概述，出现史实错位，提取信息和

历史事实相背离；（2）论证不力，对“核心概念”设计下的历史现象评

价不够全面合理，忽视关联，即没有在历史现象的概述与评价之间建立

起逻辑关系。针对这些问题，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应该对“核心概念”

要进行更为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培养学生能对“核心概念”进行自我解

释与说明，在课堂教学中，摆脱传统教学的束缚，让学生多动嘴，多动

脑。        

总之，历史课堂强化“核心概念”教学，不论是在《课程标准》，还

是在《高考说明》，以及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彰显了他的重要性。随着新课

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历史教学改革，以“核心概念”为中心组织教

学的观念也将会被更多学者关注。历史学科高考强化“核心概念”的考

查，不仅是形式上的新颖，也体现了考查内容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高

考改革，全国试卷的统一，高中历史课堂强化“核心概念”教学的研究

更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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