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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
吉莹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实验中学）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能够更好地传授知识。此次研究以初中人教版

教材为切入点，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文中强调了学习中学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存在的问

题。由于课堂主体错误、教学模式古板、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对历史存在认知偏差，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不高，

课外不愿意主动去了解中国历史。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夯实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丰富教学形式，

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指导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布置多元作业，深化学生的思辨能力；开展实践活动，

提升学生的品德素养。希望中学教师能够从中获取启迪，积极完善教学内容，深化我国的教育改革，推进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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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感，文学家和艺术家就很

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所谓“求

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历史教师作为知识的传

播者，虽然不能依靠历史课程就将中华

民族的历史全面概括，但是也需要给学

生埋下一颗学习历史知识的种子。

一、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的重要

性

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我们，

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尊重自然，创造

文明，历史书将这动人的历程及其结晶

珍存下来，让我们知来处、明去处。一

入华夏，文脉澎湃不息。是文字，赋予

我们开天辟地的力量。日月轮转，动静

无常。我们在祖先创造的文明中，找到

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答案，承古人之

创造，开时代之生面。

二、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现状

（一）课堂主体错误

在核心素养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来

之前，在传统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为

课堂主体，而学生则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在这种教学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过度依

赖教师，缺乏自主思维。教师在讲台上

滔滔不绝地讲课，历史的内容大部分都

比较枯燥乏味，但是需要记忆的知识点

又十分繁多，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记忆，

所以在课堂上只能埋头做笔记，有时还

会错过重点。

（二）教学模式古板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在讲台

上一丝不苟，学生也应该认真听讲。大

部分教师认为历史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

科，历史课堂应该是严肃的，不应该出

现娱乐行为，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要

秉着严谨的态度。但是教师较为重视传

递知识的过程，而忽略了学生接受知识

的过程。

（三）教学内容枯燥

众所周知，历史课程有着大量的时

间线和历史事件，事件的标志和时间都

要清楚记忆，这不仅是考验学生，更是

考验教师的授课能力，然而有些历史教

师就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教学，没有变

通，也没有尝试新的想法，这样就导致

了历史教学没有任何创新，内容单一。

也许有一些教师愿意尝试趣味性的教学

方法，但是由于没有经验，一路摸索，

反而对教学的进行没有好处。

（四）学生对历史存在认知偏差

大多数的影视剧中，为了博取噱

头，夺人眼球，对历史总是描写得风花

雪月，缺乏客观性，例如，武则天在历

史上能够成为女皇帝，更重要的是她的

政治思想；再如，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

化，颁布谕旨收集图书，丰富了国家藏

书，乾隆皇帝将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

优秀思想延续下去，并且解决了两位皇

帝没能解决的困难，处理了历史遗留问

题，称为康乾盛世。

三、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培养学生

能力的策略

（一）夯实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

时空观念

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是唯

一一个现存的古代文明。因此，巩固基

础知识尤为重要。古人云：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没有基础知识的积累，学生的头脑中就

无法形成知识网络。在历史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应将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在

时间上把中外历史的历史事件和发生时

间串联起来。比如，在教授中国近代历

史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基

本知识，然后再画一段较长的时间表，

让学生按时间的先后顺序逐一列举这些

事件，并通过事件和时间的提示，使学

生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

时间空间观。

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有两点好处。

第一，学生不会混淆特定时间发生的事

件；第二，学生可以横向或纵向分析历

史上发生的事件，对比相关事件形成自

己独特的观点。

（二）丰富教学形式，激活学生的

问题意识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得到了

广泛地应用，历史教师可以利用“班班

通”的方式丰富教学内容，创造出生动、

活跃、开放的课堂。在上课前，教师可

以使用多媒体播放一些视频，例如，大

型国家纪录片《中国通史》。这部纪录

片的每一集历时 20 分钟，教师可以在

课堂上播放相关视频，动员学生在上课

之前观看。课堂上教师可以问一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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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问题，以便学生能够认真观看视

频。

例如，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中七年

级上册第三单元“统一国家的建立”，

讲的是秦朝统一六国的故事，教师可以

给学生播放“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视频，

学生通过视频可以了解秦朝，那个金戈

铁马、英雄浪漫的时代；了解那个凡有

血气、皆有争心的时代；了解那个原典

林立、文明爆炸的时代；了解那个饱满

激越、开拓创造的时代。教师可以向学

生提问：“秦始皇是怎样统一了六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有怎样的作

用？为什么秦朝最后会灭亡了？秦朝又

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什么？”以及相关问

题，学生能够从视频中找到答案，再结

合教材知识，加深对秦朝历史的理解。

在观看视频之前，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索，

观看视频之后，学生又能够从视频中获

得答案，进行分析总结，升华主题，内

化成自己的知识。

教师也可以在上课前将学生分成

几个学习小组，发布教学计划，提前要

求学生预习教学内容，或者让小组接力

提问并回答问题。例如，让第一组提

问，第二组回答，第二组提出的问题由

第三组回答，依此类推。最后，教师根

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价，赞

扬学生的正确评论，及时纠正学生的错

误想法，帮助学生及时改正错误。该方

法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考

能力。

（三）指导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

质疑精神

由于传统教学的影响，学生习惯于

依靠教师的讲解来进行学习。教师应该

及时改变教学方法，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让学生提问，让他们自己解决。而教师

进行总结评价，指出学生存在的不足，

教师的赞扬帮可以助学生提高其自主学

习能力。

李四光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

胡适说：“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提

出问题是提高学习成绩的最快方法，对

待学习不能似懂非懂，更不能不懂装懂，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学生学习新知识后，可以在课

堂上向教师提出疑问，或者在教师的课

堂上提问，逐渐培养自己的质疑能力。

经过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才能够印象

深刻。课后教师要布置作业，来检验学

生的学习效果，督促学生及时整理好笔

记，使其能够更好地消化知识，内化知

识。

（四）布置多元作业，深化学生的

思辨能力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以及中考的

学习压力，学生更想通过刷题来提高自

己的学习成绩。因为历史更偏重文科，

也就是记忆的任务比较重，题目是万变

不离其宗的，在当今的教学环境下，没

有思维能力是不可取的。所以中学历史

教师应该及时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落

实好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课

堂主体，在布置课后作业的时候，教师

可以布置一些多元化题目，避免学生大

量重复性地刷题而不思考题目，避免学

生对历史学科失去兴趣。

例如，学习到“五四运动”的时候，

教师可以倡导学生写一篇《五四运动的

意义》小作文，学生通过翻阅教材，查

阅课外书籍，在自己的小作文里添加上

更多的色彩。通过查阅资料，培养学生

自主探索的能力，养成主动思考的的好

习惯，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表达能

力。

（五）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

品德素养

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里写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马克思也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新时期的教师除了要担负

起传道受业解惑的职业使命，更要深化

落实“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学习知

识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历史教师

为了更好地将历史展现在学生面前，可

以安排一些课外活动。例如，带学生去

参观博物馆，让学生了解历史文物，然

后为学生介绍与文物相关的历史事件；

教师还可以带着学生去走访古城、古镇，

让学生亲身感受浓厚的历史文化，近距

离接触历史，了解历史，让学生能够更

好地巩固知识，提升自身的品德素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学习历史是中学生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华夏文明的重要方

式，但是由于课堂主体错误、教学模式

古板、教学内容枯燥、学生对历史存在

认知偏差，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不

高，课外不愿意主动去了解中国历史。

本文提出了几点解决措施，即：夯实基

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丰富教

学形式，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指导学

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布置多

元作业，深化学生的思辨能力；开展实

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品德素养。希望中

学教师能够从中获取启迪，积极完善教

学内容，促进历史教学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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