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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中学历史教学更侧重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而

时空观念则是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历史学科本身是基于特定的时间线索，是科

学系统的知识体系建构，历史教学关注学生时空观念的培养，帮助学生理清历史

脉络并使得学生历史学习与终身发展相结合。因此本文主要就中学历史教学中时

空观念的培养进行探讨，明确策略，指导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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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对历史“时空观念”的阐述

是：“时空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联系和空间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的意识

和思维方式。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

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时空观念的明确化，为

历史教师培养学生时空观指明了方向，这不仅说明历史时空观念的重要性，更在

于说明加强高中生时空观念的培养势在必行。 

一．巧用历史地图，唤起学生时空意识 

1. 地图具有直观性 

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过在教学中 “要尽可能地运用感觉直接感受一切经验”。 

这里的感觉是指感官，即直接获得的经验。 地图以图画图形的方式再现，给人

以直观地刺激，不用通过语言描述想象加工。比如，教材描述战争时一般是用文

字写出交战双方、地点，大致概括出战争经过、结局。 文字表述略枯燥，学生

阅读性较低。 如果用地图表现战争的话，一幅地图便可表达出所有信息， 与文

字相比，地图表现得更直观更易引起学生兴趣，因此教学中地图经常被用为辅助

历史教学的工具。 

2.地图具有时空性 

一切事件都是在空间和场所里发生的。 如果用连续时间的多幅地图展示同

一地方， 便可看出这一地方经过历朝历代后的发展变化。 教师课堂上运用历史

地图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发散思维联系不同历史时期，仿佛站在宇宙俯视地

球，“观看”人类活动的变迁。 通过“俯视观察” 学生脑海中想象出在历史空

间里历史事件的展开情况， 理解地理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发生所起的影响和作用，

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事实。 

二.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时空观念 

笔者认为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吸引高中的注意力，引起高中生的直接兴趣，

使高中生快速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同时采用恰当的方式，可以影响高中生的潜意

识，培养其时空观念。例如在讲述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一第一单元中国古代

的中央集权制度第 3 课《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这一课时，可以播放《汉武大

帝》上朝的片段，引起高中生学习的直接兴趣，使其在潜意识里明白古代政治制

度的成熟在汉朝。高中历史教师还可以通过历史纪录片等影视资料传递要讲授 

的历史内容，让高中生仿若置身于历史事件、历史试卷之中，仿若和历史人物进

行对话，极大地拉近高中生与历史，与教材内容之间的距离。 

PPT 是历史教学中最常使用的现代信息技术，“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培养学生



的时空观念，都要将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相结合，给学生以动的感觉和发展变化

的观念，在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②， PPT 里的动画效果更为方便、快

捷的将历史三维化。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按照时间的顺序和发展的后展现给高中

生，有利于培养学生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发展进

程。 

三. 合理整合教材内容 

1.按时序整合教材内容 

时序指的是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其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高中历史的教

与学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具有时间观念，能够按时间顺序的排列去叙述、

认识、理解历史。但现行的历史教材呈现模块式、专题化的特点，这样不利于教

材时序性的凸显，也不利于学生历史时序性的形成。比如人民版必修一专题五现

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第二课《外交关系的突破》在编排时，将内容分为重返联合国、

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三个子目录。教材的编排顺序，容易误导学生形

成中美早于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认识，并且割裂了尼克松访华同中日建交间的因

果关系。由此可见，按时序对教材的知识进行整合是必要的。在本课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教材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样，学生

既能够在时间顺序上更好的把握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外交，也能够使学生在

特定的时空下形成完整的历史链。 

2.按空间整合教材内容 

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以专题知识进行编排，各个专题之间既有纵向联系，也

有横向的联系，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很难连贯起来。整个高中三年历史知识的整合

对于学生来说，无论是从历史时空观的养成角度，还是从历史知识整体性的把握

角度都是非常的重要。从空间延续性上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可以是将关于同一

国家的相关知识进行整合。如：关于俄国地区（包括苏联时期）相关知识的整合。

涉及该国的知识主要有俄国二月革命、《四月提纲》、俄国十月革命、列宁的战时

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捏夫改革、戈

尔巴乔夫改革、美苏争霸和苏联解体。也可以是将关于同一地点的相关知识进行

整合。 

（四）有效地指导学法与技巧 

1.传授时间记忆的技巧和方法 

通过理解史事的方式。历史上很多人物的活动及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着的，

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如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能够讲清楚史事间内在联系，那

就能帮助学生梳理好史事间的前因后果，在此基础之上学生就能更好的识记相关

史事的时间。如在识记 1895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公车上书的时间时，教

师可向学生讲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发动公车上书是为了反对在甲午战争

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经过因果联系的梳理，甲午

战争、《马关条约》和公车上书就形成了一个整体，那学生自然对公车上书发生

的时间记得牢牢的。 

通过归类的方式。采用归类的方式，就是将历史事件按历史时间分门别类的

进行整理，将相同时间的历史事件归到一起去。运用这种方法就如同将历史事件

贴上时间的标签，然后将拥有相同时间标签的历史事件放到同一个篮子里。如此

一来，历史时间与历史事件就可以轻松的联系起来了，而且也不会遗漏。如：邓

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同为 1992 年，改革开放时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和沿海城市的开发开放都是在 1984 年。 



2.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理解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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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③首先，在同一历史时空下理解史事，是指学生在理解历史时能够站在其所发

生的具体时空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在对北魏孝文帝改革作评价时，有人对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的汉化加速了北魏国家和拓跋族衰亡。

很显然这种观点没有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未将孝文帝及其改革放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进行分析。当时的北魏虽已完成对北方的统一，但经济文化

相对落后，而且民族、社会矛盾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孝文帝进行的改革，这

不仅缓和了种种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推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因此，对北魏孝文帝的

改革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其次，在不同历史时空下理解史事，是指学生在不同时空之下对历史变化与

延续、统一与多样、局部与整体的认识。如：美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美苏两国从

二战时的盟友关系演变为二战后的敌对关系，二战时两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德

国法西斯，因为共同的国家利益，两国合作并结成盟友关系，但随着历史时空的

推进，二战后两国在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导

致两国的关系演变为敌对。这正体现了在不同时空之下历史的变化、多样和局部。

但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美苏两国关系的演变又是必然的，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

延续、统一和整体。 

3. 选择针对性的练习和讲评 

课堂练习和习题讲解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历史学

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适量的练习和恰到好处的讲解是学生查漏补缺、

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是学生历史时空观念养成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了解学生

学习状况的主要依托。在当前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学习的历史是碎片化的，

学生的时空知识、时空思维、时空意识也是薄弱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无论

是在课中或是课后选择适量的、有针对性的练习是必要的。 

总之，在高中的历史教学过程中，为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时间意识和

历史空间意识，为了引导学生能够在时空背景下全面地了解历史、客观地认识历

史，高中历史教师应该将时空观念的培养方法与策略具体化、日常化。如此，使

高中学生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掌握系统的历史知识、形成全面的历史素养、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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