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绥中县教育学会 

2019－2020 年度论文 

 

 

 

 

 

 

 

《历史学科素养在实践活动课的有效落实与研究》 

 

 

 

 

 

 

 

 

 

作者单位   辽宁东戴河新区实验学校        

作者姓名         焦丽丽                  

撰写日期        2020-12-16                

 

 

 



历史学科素养在实践活动课的有效落实与研究 

 

【摘 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什么人”

以及“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和根本问题，我们国家正

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课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全

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使历史教育成为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途径。历史课程要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为

目标，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正确

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因此历史教育要以“家国情怀”核

心素养培养为抓手，让我们的学生保持文化自信、拓展世界眼光、增

强凝聚力，并积极投身建设幸福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活动，从而超越自

我，在新的家国天下秩序中重塑自我认同。 

【关键词】 家国情怀；立德树人；初中历史；学科实践活动 

“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永恒主题和根

本问题，我们国家正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教育部在 2014 年印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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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体系”概念，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深化的指明了方向。

历史核心素养即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所养成的相对稳定的、必备的、

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时空

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五大方面。笔者认为家国情怀



是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在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等方面的重要体现，

是实现历史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标志，那么如何在初中历史学科实践

活动课中落实“家国情怀”的目标，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呢？ 

下面以 2018年 11月在鞍山召开的辽宁省初中历史学科实践活动

课教学研讨会上的四节示范课为例： 

一、《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在追思怀远中升华家国情

怀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思怀远” 可谓传统节日文化对现代社

会的人文润泽。清明节在“家”的层面上的体现，在传统社会“家国

同构”的框架下，“修齐治平”中包含着个人成长的路径。清明节的

文化内涵不仅体现在“家”层面上“追思亲人”，更应当体现在“国”

层面上祭奠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献出宝贵生命的

烈士。在中国漫长现代化进程中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洪抗震等重要节点上，那些为国捐躯的华夏

儿女，更应该在清明节得到虔诚的纪念和追思。 

这节课是由鞍山华育外国语实验学校的王媛媛老师执教的一节

历史学科实践课，本节课分为史说清明、诗说清明、话说清明、画说

清明四个部分。这是本课的明线，“追思怀远”是暗线。教师在第一

部分安排学生表演的课本剧《介子推割股奉君》，追溯了清明节的来

历。第二部分由学生赏析有关清明节的古诗，从古诗中了解清明节的

习俗。第三部分从“小家”层面上的祭奠祖先亲人，到“大国”层面

上的缅怀革命烈士，清明节正应了“慎终追远”之于社会风气的醇化



效应。第四部分学生动手制作，寄托哀思表达美好祝福。 

追思亲人的音容笑貌，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清明节不仅是绾合

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纽带，更蕴涵着展望未来的文化基因。 

二、《会说话的青铜器》——在青铜文明中找寻家国情怀 

青铜器器，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是一种世界性文明

的象征。中国青铜器代表着中国先秦时期高超的技术与文化。我国在

公元前 2000 多年进入青铜时代，流传至今的文物经过历史的浮浮沉

沉，总会伴随着一些传奇轶事。 

锦州四中朱雅荃老师上的《会说话的青铜器》一课更是以她别致

的设计，精美的课件展示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朱老师这堂实践活

动课，以青铜器之旅为线索，引领学生走进四大博物馆，通过对青铜

器国宝前世今生的故事讲解来引发学生的思考，切入主题。学生们分

小组收集青铜器种类、纹饰、制作方法和典型国宝等相关资料，好多

同学还制作了仿真的青铜器模型。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收获向大家进行

了介绍、汇报与展示。发言的学生讲的生动，其他的同学听的入迷。

课堂上下一片交融。其中，一位学生在介绍“越王勾践剑”的时候，

声情并茂，惟妙惟肖，如同说评书一般，极具艺术性和感染力，博得

了学生以及会场老师的掌声。学生们在与青铜器的亲密接触过程中，

兴趣盎然，讨论热烈，所学知识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有的学生替青

铜器代言，有的用自己的语言解读青铜器的文化内涵，有的则高举自

己做的青铜器模型与大家分享制作过程…… 

学生用手制作青铜器、用心解读青铜文化、用耳聆听历史的声音。



庞大的王朝、无边的财富都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烟消云散，只有文

化艺术像人类的血脉一样生生不息，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烙印。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承担起复兴青铜文化的使命，

创造出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作品。让中华文化代代相传，让青铜器永

远会说话。 

三、《中国汉字》——在薪火相传中追寻家国情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汉字是中华名族最自豪的文化了.汉字

如同是历史的见证,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再到后来的楷书,这无疑是

历史的瑰宝.研究汉字的发展历史,就是好像我们去寻根,我们去寻找

我们现在汉字一笔一划得来的缘由。 

本节课是由本溪市实验中学李旭教师执教的一节历史实践活动

课，分为四部分：(一)文字之源。这部分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让学

生了解文字的起源传说。甲骨文是本课的学习重点。“破译甲骨文”

活动组织小组讨论得出答案。 (二)文字之形。简单介绍金文，秦始

皇统一文字，将小篆作为秦朝使用的标准字体，学生分析文字统一的

作用。小篆简化后成隶书，基本形成汉字的基本形态。探究文字演变

规律配一字体“鱼”字的变化，让学生观察“鱼”的变化，总结字体

演变有什么规律。(三)文字之意。包括汉字的意思和意境。先以具体

汉字，讲解汉字带给我们的道理和精神。再通过汉字和英文的比较体

会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意境和美。汉字从交流的工具，变成一种艺术。

(四)文字之魂。欣赏一幅书法作品，让学生体会中国汉字融入的情感

和灵魂。分小组分别用刻刀刻字，在竹简上写字、剪纸剪字、书法字



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体会到文字一路走来是要经过不断地探索，同学

们在感受其美感的同时，更应体会华夏文明的个性。 

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含义深刻，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汉字对于

中国文化的意义，它除了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留存方式外，还蕴含了

中国伟大的哲学思想。 

四、《华美汉服 观衣知礼》——在传承文化中寄托家国情怀 

从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开始兴起，到清朝的“剔发易服”时

衰落，连绵几千年，这一时期的服装，被称为汉服。汉服的类型主要

有“上衣下裳”制(上衣和下裳分开) 、“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

在一起) 、“福裙”制(糯，即短衣；裙，即裙子) 。 

《华美汉服 观衣知礼——汉服文化主题实践活动课》是由辽阳

市第一中学的张兴华老师授课。本节课华丽的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

文化，从汉服文化扩展到茶艺文化、书法文化到音乐文化。分组展示

实践活动成果： 1、“韵舞”汉服"，”诵读《弟子规》。2、“感知”汉

服，利用图片介绍汉服的种类：上衣下袋、深衣、儒裙：利用视频介

绍汉服的特点：交领右任、宽衣博带、系带隐扣。3、“礼遇”汉服，

讲解汉服礼仪，从“立容”、“行容”、“坐容”。4、“走进”汉服，利

用书法、茶艺、古筝、葫芦丝等展示汉服。“理解”汉服--探究汉服

的传承和发展： 1、“寻找”汉服，古人云： "礼失求诸野”，在一些

少数民族地区和些特殊的人群中，保存下来了汉服的“古风遗韵”。 2、”

异国”汉服，汉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还影响了周边一些国家的服

饰。3、“弘扬”汉服，"中国装束复原小组” 复原了 200套原滋原味



的汉服。 

    近平总书记说： "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汉服本身就是一场舞、一幅画、一首

诗、一个传奇！汉服的传承，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传承！ 

由上面四节课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五大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家

国情怀素养不仅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

的综合表现，而且是历史学科课程目标中的最高层级，在五大学科核

心素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历史教育的根本旨归，

是践行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课改，扫清人才培

养的重大体制、机制障碍，才能真正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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