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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核心

素养”一词，该意见书中指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要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

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总

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细

化，深入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

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

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

实践。

早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央颁

布了《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提出教育素质的目标：

提高全民素质。素养与素质有何区别？素质是指人心

理和生理上与生俱来的成熟水平，而素养是指由训练

扬合作精神，在认真收集实验信息中培养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科学精神等。因此，实验探究是科学探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实验探究能力也是初中物理核心素养的

要素之一。与科学探究的能力要求类似，实验探究能

力的基本要素也应为提出问题、猜想、设计实验、进

行实验、分析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七个要素。学

生通过观察物理现象，提出问题；针对问题作出合理

猜想；在教师指导下，设计探究方案；利用已选器材

进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收集证据；通过表格、图像等

实验信息的分析归纳，得出结论；反思评估所用方

案、分析过程的合理性，并能够适当提出改进意见和

方法。学生在今后成长与发展中，面对真实情境，可

能不是物理问题，但他们具备了探究能力，会准确地

提出并正确表述问题，从而进行猜想预测，并设计方

案来得出结论做出正确解释，这也就实现了核心素养

的价值。

（四） 科学态度与精神

“初中物理课程不仅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与技能

的训练，而且要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探究能力、创

新意识以及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作

为适应社会和未来发展的合格公民，科学态度与精神

也是核心素养的组成之一。科学态度与精神包含为四

个要素：物理好奇心与求知欲、实事求是与敢于质疑

的态度、科学服务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护环境

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科学态度与精神不像物理

知识或技能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学习而获得，而是需要

漫长的内化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学习内容

利用物理学史中的名人传记、典故等为素材对学生进

行科学精神、文化素养的思想浸润，也可以利用当今

科技发展利弊共生的案例给学生以警惕等等。

三、初中物理核心素养的界定反思

物理学科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主的基础科学，

通过物理实验可以探寻物理新发现，验证物理概念、

规律或定理，并将物理理论应用于生活实际。它对学

生科学素养的培养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本文所涉及的

初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素筛选主要以学科理论和

社会发展需求为依据，以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

论为基础，根据物理学科课程标准，再结合理论思辨

而生成。有关物理核心素养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深

化和量化的分析，需要各层面的研究者作进一步分析

和研讨，对确定的成分进行精确定义，最终才能构建

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体系。

（作者单位：大连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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笪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学科创新

如何在历史课堂中提高学生的时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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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而获得的品德、知识、技巧或能力，强调人经

过后天学习获得，素养是“可教、可学”的，它可以

通过人为教育加以培养。因为素养是可以在日常教学

中加以训练提升的，这就要求教师要把提高学生素养

作为教学关键环节。

那么，历史学科需要哪些素养呢？朱汉国教授在

《浅议21世纪以来历史课程目标的变化》中提出历史

学科的核心素养是：时间空间的素养；史料证据价值

的素养；理解历史的素养；解释历史的素养；历史反

思的素养。

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任何过程都是

通过时间和空间产生的。恩格斯曾说：“一切存在的

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

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三卷，第91页)本文以《新航路的开辟》一

课为例，说明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时间空间

素养。

一、明确时空，分析新航路开辟原因

新航路开辟是指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西班牙、

葡萄牙两国开辟了一条从欧洲由海路到印度和美洲的

航线，这个历史时间也习惯被称为“地理大发现”。

在讲述新航路开辟原因时，通过展示地图，引导学生

发现原先欧洲通往亚洲的路上航线有哪些？为什么在

有航路的基础上要开辟新航路，旧航路上的贸易出现

了什么问题？

从地图上来看，传统的东西方商路有三条：中国

和阿拉伯商人经路上丝绸之路由意大利人转运给欧洲

人；其余两条海陆并用，一条由海上丝绸之路到波斯

湾，通过阿拉伯商人经两河流域、叙利亚转运到地中

海，再由意大利商人转运到西欧；另一条由海上丝绸

之路抵达红海，再穿越苏伊士地峡前往埃及的亚历山

大入地中海，再由意大利商人转运到西欧。传统航路

都要经过地中海东岸，再转运欧洲。

三条航路中一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另外

两条被阿拉伯商人控制，经过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

倒手贸易，欧洲人至少要花上8～10倍的价钱才能购

买到亚洲的商品，所以欧洲人选择开拓一条从海上到

达中国和印度的航线，他们选中的新航路不经过地中

海，而是绕过非洲南端或是直接向西航行通往东方。

这成为新航路开辟的原因之一。

二、以时空为依据，分析新航路开辟的有利条件

教师用大屏幕展示四位航海家动态的航程路线，

给学生直观感受。

《新航路开辟》这一课结构清晰，从背景、过程

到影响，时间跨度大，波及地理范围广 （从欧洲到亚

非美洲的地理位置）。15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与现

代的世界地图有很大差异，而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的

地图已经接近现今使用的地图了。此时，教师通过展

示新航路开辟前后的地图给学生一个直观感受。

以空间为依据分析西班牙葡萄牙率先开展新航路

的原因。教师提供材料：“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

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主要

是因为：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

使它们先天性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

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

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

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

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

价值———有可以泊船的港口，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

值：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

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积

极。”（吴于廑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 (上卷)，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学生通过材料分析出西班牙

葡萄牙位于大西洋沿岸，优越的地理环境，先进的航

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推动了西葡两国的航海活动。

时间 支持国家 探险家 航线

1487 葡萄牙 迪亚士 西欧—好望角

1492 西班牙 哥伦布 西欧—美洲

1497～1498 葡萄牙 达伽马 西欧—印度

1519～1522 西班牙 麦哲伦 环球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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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空结合，研究新航路开辟后对中国的影响

从全球史观来讲，欧洲早期的新航路开辟和后来

的殖民扩张运动对亚非美洲都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作

为当时亚洲的先进国家成为欧洲的巨大目标。从经济

上来说，明朝中后期引进了美洲的高产作物如马铃

薯，粮食的产量提高增加了人口数，富余的粮食推动

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国力

增强。而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作为特色商品在欧

洲很畅销，欧洲商人用从三角贸易中获得而来的美洲

白银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中国处于入超地位，大量白

银流入中国，推动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外交上，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对外殖民扩张，中

国台湾、澳门先后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而后更是通过

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

国彻底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先进的中国人陆续向

西方学习，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掀起一场场变法

与革命，最终以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

治。

文化上，新航路开辟的其中一点原因是欧洲希望

向外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为了顺利传教，带来天文、

地理、历法、数学、绘画、音乐等方面的书籍和知

识，并和明朝上层人物联合翻译出版书籍，介绍西方

文化；徐光启和宋应星等人也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西方

著作的内容。同之前闭关锁国的面貌不同，中国人通

过传教士了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对于中西文化沟通

和融合有着巨大影响，所谓“西学东渐”，就是新航

路开辟在文化上的影响。

四、结合同时代中外共性特点，把新航路开辟和

郑和下西洋做对比

学习新航路的开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郑和

下西洋。两者都是在15世纪开始进行海上航海活动，

都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这一部分先由教师展

示两位航海家航海的相关信息，然后由学生分组研讨

两者航海活动的目的、性质、影响有何不同之处。

学生经过讨论后完成下列表格：

本文以新航路的实际教学内容为例，讲述了如何在

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时间空间素养。教师只是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启发学生主动思考，让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学习，不

单单是了解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更需要深入挖掘历史

的内涵和事件间内在的联系，从而发现历史的魅力。

（作者单位：凤城市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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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西欧开辟新航路

目的

扬威海外，“厚往薄来”
的朝贡贸易换取万国来朝的

盛况。

东 方 寻 金 和 获

得东方商品。

性质
政治行为，封建制度下

的政治活动。
经 济 行 为 ， 资

本主义的海外殖民。

影响

1.贡赐贸易国力不堪重

负，被迫停止航海活动。远

洋航海业衰落。
2.促进了东南亚的繁荣

与稳定，扩大了明朝的政治

影响，树立起中国人和平使

者的形象。

1.获 得 巨 额 利

润，促进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远洋航

海业蒸蒸日上。
2.掀 起 殖 民 狂

潮 ， 造 成 亚、非、
拉美的长期贫困落

后。

人物 郑和 哥伦布

地区 西洋 美洲

时间 1405～1433年 1492～1504年

次数 7次 4次

人数 27000人 1500人

船数 大小船计200余艘 17艘

船只大小
船 长44.4丈 （151.8

米） 宽18丈 （61.6米）
船长24.5米宽6米

到达范围
到达亚、非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到达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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