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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历史教学是知识学习和核心素养的结合体，教师不仅要帮学生去快速有效掌握课本当中的理论知识，还要从核心素养的角

度出发去培养学生学科学习的各种能力。历史教师要从历史学习的意义、方法和角度，引导学生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正确方式，帮助学生运用

历史知识促进自己的进步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就从历史教学展开，就教学方式的优化做简单分析，以供相关人士参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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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史本身是人们用来记录人类发展过程的，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灿

烂的文明，可以借鉴到历史经验，从而帮助人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

历史学科教学中亦是如此，教师要从以核心素养为基本，满足学生对于

历史知识和历史过程的求知和好奇，要通过历史教学，全面影响学生的

人生观念和价值思维。 

1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以及意义 
核心素养内容是：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

史价值观。初中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要以学科素养的内容为导向，

教会学生用历史的观念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将所了解的历史问题融于历

史背景中去考量，要对历史本身进行充分的探究，正确从客观方向解读、

理解、分析历史，然后形成积极、健康的历史价值观。教师以核心素养

为教学根本，在教学中全方位的渗透核心素养的内容和价值，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学好历史学科知识，还能帮助学生成为思想丰富的人。 

2 核心素养下初中历史教学的基本策略 
2.1 绘制历史事件链，加强学生理解 

对于初中生来说，历史学科的知识是丰富又复杂的。历史知识是丰

富的，里面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人物以及故事吸引学生，历史知识又是复

杂的，其中大量的时间节点和人物事件需要联系起来学习，但因为学生

历史知识的学习和了解不够全面，所以面对庞大的知识体系，会心生畏

惧。因此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充分抓住学生的好奇点，要根据学生知

识学习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教学。时间节点和人物事件难以统一，教

师就结合教材知识，编出时代的顺口溜，让学生记住历史发展的进程。

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绘制简单的时间链，以此来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要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科技，制作和历史事件链

相关的微课，清楚的将朝代更替的时间标注出来，然后再将各个朝代具

体的事件标注出来，这样学生才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历史学习。时间历史

链的绘制，不仅让学生的时空观念得到强化，还让学生对于历史的了解

和学习更加深入，更重要的是，历史链的绘制还可以深入到学生的生活

当中，比如学生看古装剧和年代剧以及历史小说等等的时候，就可以将

历史链的知识带入其中，深刻分析这些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这

样也可以间接提升学生史料证明的能力。 

2.2 营造活跃课堂，吸引学生参与 

在初中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历史问题，要让

学生在时空背景下分析自己对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了解深度，要让学

生在客观的状态下评价历史事件。比如在学习秦汉时期的历史知识时，

教师就可以以“秦始皇”的功与过为课题进行课堂谈论，这个讨论过程

中，一些学生从秦始皇一统国家、文字等等出发，分析其对国家的贡献，

有的学生从秦始皇修长城抵御外敌分析长城修筑的初衷和劳民伤财的冲

突。也有一些学生会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角度去分析对人们思想的打击

等等。秦朝的初期的盛世和后期的民不聊生形成鲜明对比，学生就可以

深刻的体会到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在课堂讨论中，学生学习的效率和

积极性也开始提升。况且学生通过集思广益，也深入解读了历史知识，

还提高了自己表达，这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帮助很大。 

2.3 丰富教学设计，激发学生个性 

教学设计是历史学科教学的灵魂，教师基于核心素养的要求，创新

自己的教学设计，从学生角度出发，丰富教学设计的形式，是当下历史

教师教学的重点。比如在学习隋唐的文学艺术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教师

要从诗歌、绘画、音乐以及舞蹈等等方面为学生展示隋唐时期灿烂的艺

术。这时候教学设计，可采用具体的人和事物来展开，教师先以调查问

卷的方式，了解到学生 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以及 历史作品，然后将调查

资源整合，融入到自己的教学设计当中。这样教师在教学的时候，提出

这些知识和问题，学生就会兴致满满、积极去进行学习，这样学生的学

习个性也就充分发挥出来。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采用分层教学的方式，

去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这样学生个性化学习目标也会快速达成。

分层教学要求教师有科学分层方案，比如在教学全民族抗战这样的学习

内容时候，教师就可以在教学之前，就通过小测验的方式对学生的预习

效果进行测试，当了解到学生的基本情况之后，教师可以将中国全民族

抗战基础知识和国共抗日难点知识做一个评估，对学生的学习接受度进

行分层，不仅如此，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甚至课后作业都要分层进行。

这样的话，基础好一点的学生就不会因为知识学习过于简单而没有兴趣。

基础弱的学生也不会因为知识过于困难而丧失学习动力。学生个性化的

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学生解释历史、理解历史的角度也会变得与众不同。 

2.4 紧抓学生喜好，引导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教师在教学的时候， 先要做的就是探究学生的兴趣点，

加以引导，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比如在进行三国历

史的教学当中，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以演讲、故事会和故事表演等多种

方式来了解三国历史，学生要想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就必须去积极阅

读相关的书籍，历史事件，还要寻求同学帮助，形成小组合作的学习状

态。这些教师都不做过多的干涉，让学生想尽办法找到自己认为 好的

表现形式，并在学生表演的过程中提出适当的建议即可。这样一来，学

生的节目准备工作就变得丰富起来，他们可以自发去图书馆阅读书籍，

可以去民间寻找素材，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关资料，将资源整合、分

析并加以利用，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还加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历史教学，教师通过优化教

学策略让学生认识历史和解读历史的能力上升，让学生在历史的眼光中

正确看待当下的各种环境，从而帮助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养成，这样就

算是完成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也达到了素质教育的教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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