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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熊巧艺 赵亚夫

“

核心素养
”

是个热词
，
从

“

核心 素养体系
”

到 是五花八 门 。

“

学科核心素养
”

已 然无可争辩地成为基础教育改 即 便 是 依 据 国 外 相 关 文 件 （ 如 联 合 国 ／

革的灵魂 。 目 前 ， 围绕历史学科
“

核心素养
”

的主题ＵＮＥ ＳＣＯ
、 欧盟／ＥＵ

、
经 合组 织／ＯＥＣＤ ） 中

“

Ｋｅ ｙＣｏｍ
－

研讨会已开过几次 ，相关文章和书籍正如雨后春齊ｐ
ｅ

ｔｅｎｃｅ ｓ 或 Ｋｅ
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 ｅ ｓ

”

（ 现 译 为
“

核 心 素

迅速增长 ，大规模的培训也势如破竹。 作为专业的养
”

） 概念套 用 我们 的研究 成 果
，

还是有 生硬 的感

历史教育研究者
，
我 们既诚心期待历史教育 的 发觉 。 因 为该概念在原 文本 中 有着 明显 的语境差 异

，

展
，
也从专业 的 、 学理的 角 度对其抱谨慎的态 度 。都译为

“

核心 素养
”

实属勉强 。 如 果
“

核心 素养
”

是

毕竟政府主导的基础教育改革走过 了十五年
，无论概括 Ｋｅ

ｙ
Ｃ 〇ｍ

ｐｅ ｔｅｎｃ ｅｓ 、Ｋｅ ｙ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 ｉ ｅｓ 、
２ １ ｓ ｔ

Ｃｅｎ
ｔ
ｕ

－

从何种角度深化改革 ， 都需要理性地 总结得失 ， 特 ｒ
ｙＣ

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 ｉｅｓ 、 ２ 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ｍｅ ｓ 、
ｃｏ ｒｅｓｋｉ

ｌ ｌｓ
、
ｂａｓ －

别是针对学科教学而 目
，
有两件事应该 向广大的历 ｉｃ ｓｋ ｉｌ ｌ ｓ 、

ｃｒｉｔ
ｉ
ｃａ ｌｃ ｏｍ

ｐｅｔｅ
ｎｃｉ ｅ ｓ 这些概念的 结果 ， 那 么

史教师有明确的交代
，

一是过去热捧和追随 的 目标未免过于 宽 泛 了 。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 用 的

“

核

哪些需要扬弃 ，
至少也要让教师 自 己 明 白十多年来心素养

”

是个
“

类概念
”

。

的那些付 出价值几何 ；
二是学科发展的方 向究竟在赵 ：不管把

“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 ｅ
ｓ 或 Ｋｅｙ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

－

哪里 ，
如今一而再 、再而三地提升历史学科的 品质 ，

ｃ ｉｅｓ

”

译为
“

核心素养
”

还是
“

关键能力
”

，都不是我

其中哪些才是核心 的 、 现实 的以及需要坚守 的 。 据们的原创 。 欧盟和经合组织采用该概念 的时 间并

此
，我们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和整理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外不长 ，

台湾先我们
一步用在

“

课改
”

和
“

课纲
”

中 ，
上

历史课程改革的相关文件和实例 ， 特别是围绕学科其网站很容易 明 白 他们的学 法和用法 ，包括对
“

核

核心素养 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本文基于教学心素养
”
一词的解读 。 我们始兴

“

核心素养
”

的概

视角 ，
以对话方式展现其中的部分材料和思考。念 ，也就是这几年 （

２０ １ ３ 年 以来 ） 。 显眼的是
，
我们

—
Ｂ“ 丰笔 ” 沈 曰 “ 生抛钟 ”构建了 比則者都宏观且尚水平的 核屯、素养体 系

”

，

ｘ ｔｅｍｍｍ对这事本身我抱怀疑态度 ！ 大家 自 己去比较
， 网上

熊 ：

“

核心素养
”

这个概念
，

从全球背 景和我 国有八张图展示
“

世界主要国家 （ 组织 ） 学生发展核心

的 实 际需 求 出发
， 或许有诸 多被接受 的理 由 。 问题素养

” “

２ １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 的全球经验
”

等素材 。

是
，
落 实 它难度很大 。

比如 ， 现 已公布 的
“

核心 素养李惠军老师说 ：

“

教师面对改革 ， 不能总想着改

体 系
”

是否过大 ？ 它与
“

全人教育
” “

素质教育
”

有何变什么 ，重要的是知道你要坚守什么 。

”

我觉得
，
这

本质 区 别 ？

“

核 心
”

究 竟指什 么 ？ 又 如何把握
“

素是铁律 。 当下 ，
你若想用

“

核心素养
”

指导教学
，
首

养
”

的 内 涵 ？ 另 外
，
高 中各 学科

“

核心 素养
”

公布后
，
先应该暂时回避它 ，冷静地想想哪些是 （学科 ）

“

不

让我难以理 解 。 如英语是语言 能 力 、
文 化品 格、 思变的

”

和
“

理应变的
”

东西 ，这是做教师的本分。

维 品质 、 学 习 能 力 ； 日 语是语 言 能 力 、 文 化意识 、 思什么才是历史教学该坚守 的东西呢？ 套用
“

学

维品质 、 学 习 能 力 ；
德语是语 言 能 力 、 文化 沟 通 、 多科品质

”

的用语 ，应该是对学科的态度和视野。 比

语思维 、 自 主 学 习
；
法语是应 用 能 力 、 多 元文化 意如视野

， （
１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可谓是教育

识
、
双语思维意识等 。 难道在 同一个 （

语言 ） 学 习领改革的历史转折点
，
其特征是什么 、标志性成果有

域里 ，
除 了 工具性 能 够 达成共识 外 ，

不 同语 言还 有哪些 ，影响如何 ？ （
２

） 如今的教育改革受哪些因 素

着各 自 的
“

学科品质
”

吗 ？ 同理
，

“

人文 学科领域
”

也制约或影响 ， 从全球背景看 ， 哪些制约 因素 或影 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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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关键 ？ （
３

） 知识经济 、全球化究竟对教育改革识 与技术的情况。 注意
，

ＰＩ ＳＡ 所运 用 的知识 与技术

意味着什么 ？ 所谓
“

核心素养
”

究竟针对什么而言 ，是针对社会参与 而 言 的 。 在初始阶段 ，
该测 试的 着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 （
４

） 为什么国外历史课眼点是阅 读 、数学 、 自 然科 学和 问 题解决 。 为 了 评

程和教学特别强调历史视角 和方法 ，
而不是学科知测 学生更广泛的

“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 ｉｅ ｓ

”

，
同年 １ ２ 月

，

ＯＥＣＤ

识体系 ？
……又启动 了

“

能 力 的界定与遴选 ： 理论和概念基础
”

项

比较而言 ，我认为政治和美术学科提 出 的
“

核目
［

２
］

，
其 目 的是

“

为在 新的 能 力 领域 内进行长期评

心素养
”

比较合理 ， 因为政治学科的政治认同 、 理性测工作提供指导框 架
”

，

而 其 中 采用 的
“

Ｃｏｍ
ｐ
ｅ ｔｅｎ

－

精神 、法治意识 、 公共参与 ；
美术学科的 图像识读 、

ｃｉｅ ｓ

”

一 词
，
无疑就是指

“

新 的能 力
”

。 其后
，

２００２ 年

美术表现 、审美判断 、 创意实践
、
文化理解

，
让人看５ 月

，

０ＥＣＤ 在 《能 力界定与 遴选执行大纲 》
［

３
］

中 明

得清楚
“

学科品质
”

，也能够依此定向学科该做什么确 指 出
“

Ｃｏｍ
ｐ
ｅｔｅｎｃ ｉｅ ｓ

”

的 内 涵 ： 不 仅指 向 知识 与技

和怎么做。术 ，
也包括调动并利 用 特定情境 中 的社会心理 资源

其实 ，
搞学科素养 ，

没有不先定位学科领域的以应对复杂 问题 的能 力 。

“

Ｋｅ
ｙ
Ｃｏｍ

ｐ
ｅｔｅｎ ｃｉｅ ｓ

”

的遴

道理 ，如数学 、语言 、理科 、人文 、艺 术等学 习 领域 ，选标准 则是 ： 为社会与 个人带 来效益 ；
帮 助人们在

各有各的 教育价值
；
所谓素养 ，

还 必须使 相关学 习复杂 多样的环境 中应对 关键 问 题 ；
不仅针对专 业人

领域有所交叉
，
如文化理解

；
强调

“

核心素养
”

了
，
就士

，

而是对所有人而 言都至 关 重要
Ｗ

。 项 目 的三 大

更是上位的东西 ，
如认同 （ 国家 、 民族 、文化 、制度 ） 、类 内容是互 动地使 用 工具 、 自 主行动 、在 社会异质

理性 、参与 。 政治和美术学科按照这样的逻辑搞学团 体中 互动 。 显然 ，

“

互动能 力
”

不是
“

互动素养
”

。

科素养 ，学科定位 比较清楚 。 据此 ，
历史学科素养赵 ：我赞同你 的看法。 欧盟在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的里

就可以是 ： 历史意识 （ 或认识 ） 、历史方法 、公民行动斯本欧洲理事会会议上率先提 出
“

新基本技 能
”

的

（或参与 ） 。概念 （
ＮｅｗＢａｓ ｉｃＳｋ ｉｌ ｌ ） ，指应用技术文化 、信息技术 、

还有 ，从国 外的经验看 ，
课程 和教学 都是做实外语及进入社会的技能和创业精神 。 到 ２ ００６ 年 ，其

关键技能或能力的 。

“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 ｅｓ 或 ＫｅｙＣ ｏｍ

－

《终身学习 的关键能力 ：欧洲参考框架 》
［

５
］

正式采用

ｐ
ｅ

ｔ
ｅｎｃ ｉｅ ｓ

”

直译就是
“

关键能力
”

，
是知识 、 技能和态

“

Ｋｅ
ｙ
Ｃｏｍｐ

ｅ ｔｅｎｃｅ ｓ

”

概念 ，并定义为
“

知识 、技能与态

度的综合体抑或是体现学科 品质 的综合能力
——

度的合理结合
”

。 选定的参考框架有 ：母语交流 、 夕卜

旨在能行为 、 能成功
，
它 区别于单 向 的学 习 能力 。 语交流 、数学与基本科学技术能力 、数字化能力 、

学

就像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不等于书本知识

一样 ，没会学习 、社会与公民素养 、开创意识与创业精神 、 文

有必要 因 为主张
“

建构知识
”

就膨胀知识的概念 。化意识与文化表达
［

５
］

，
并强调它们 同等重要且相互

而且 ，
正 因为能够做实学科的技能和能力 ，历史课重叠或交叉的 ，如语言 、 文学 、数学与信息交流技术

程越来越具有
“

实科
”

的属性。等基本技能是学会学习 的基础 ，学会学习 又支撑着

熊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国 际化 、 信 息化 已 经 带 动一切学习 活动 ， 特别是批判性思维 、 创造性、 参与

社会发生变化 。 到 ９０ 年代 ，
全球化 、 数字化以及金性 、问题解决能力 、

风险评估力 、决策力与情绪管理

融危机、移 民和环境 问题 等
，
使社会 、 产 业 、人 口 结能力 ，在其中 起着重要 的作 用 。 也可 以说 ， 恰恰是

构加剧 变化
，
教育 改革 面 临重 大挑战 。 １９９６ 年联合通过这些关键能力来达成满足 自 身需求 、 实现 自 我

国教科文组 织提 出
“

四 大 支柱
”

（
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ｉ ｌｌａｒｓｏｆ发展 、成为活跃公民 、融入社会并胜任工作 的

“

核心

ｌｅ ａｒｎ
ｉ
ｎｇ ） ，

就是针对这些结构性变化 。 进入 ２ １ 世纪素养
”

。 显然
，

“

素养
”

技能 、能力 的习惯化
——使学

以后
，
更 多 的 问 题摆在全球人面前 ，

发达 国 家对社科技能和能力成为有应用性的 自 然反应 （ 内在地包

会变化更 为敏感 和深刻 。 于是
， 我们在经合组织对含创新性和实践性 ） 。 但是 ，

抽离了技能和能力
“

素
“

Ｋｅ
ｙＣ

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
ｉ
ｅ ｓ

”

（
２００２

） 、 欧 盟 对
“

Ｋｅ
ｙＣｏ

ｍ
ｐ
ｅ －养

”

必空。 或许
“

素养
”

是课程和教学的 目 的 ，作为

ｔｅｎｃ ｅｓ
”

（ ２００６ ） 、 亚 太 经合组织 对
“

２ １ 世 纪素养
”

课程和教学的 目标就虚了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 ｔｕｒ

ｙ
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 ｉ ｅ ｓ ） 、 美 国 ２１ 世纪技能联盟至于联合 国 教科文组 织 的 主 张 （ 如

“

四 大支

对
“

２ １ 世纪主题
”

（ ２ １ ｓｔＣｅｎｔｕｒ
ｙ
Ｔｈｅｍｅｓ

） 的 定义 中
，柱

”

）

［
６

］

，大家很熟悉 ， 这里不谈。 再看 ２０（Ｍ 年 ， 亚

清晰地看 到他们对 问 题和未来的描 述
，

而 非泛泛地太经合组织 （
ＡＰＥＣ

） 圣地亚哥第三届教育部长会议

指 出某类素养 。提出 的 ２ １ 世纪能力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

ｔ
ｕ ｒ

ｙ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 ｃｉ ｅｓ

）〇

另 外 ，

ＰＩＳＡ ［
Ｉ １

也是一个例证 。 它 旨在反映世界其重点仍然是整合知识 、技 能和态度 。 着眼点在 ：

各 国 学生在 即将完 成义务教 育 阶段学 习 时 掌握知 （
１

）经济如何改变教育 系统并使其聚焦 于 ２ １ 世纪

５獻
１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２ 期 （总第 ４０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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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

能力
；
（ ２ ）ＡＰＥ Ｃ 经济体如何应对各个重要领域的挑

战 ； （ ３ ） ＩＣＴ 及系统改革如何支持教育 系统实现 ２ １学 习 新

世纪能力 。 实施领域包括英语和其他语言 、 数学和ｔ＾^
科学 、职业和技术

⑴
。 其划定的范围仍然耐人寻味 。４＾

^

说到这里
，
需要对照欧盟 的两份文件 ： 《 欧洲议０４

会与欧洲理事会就终身学习 的核心素养的建议》
［

８
］

知
’ 令

和 《终身学习 的核心 能力——参考框架 》

［

９
］

。 前者寒
艰

梳理 了从 ２０００ 年里斯本到 ２００５ 年布鲁塞尔各年欧ｔ ^
洲理事会论题的重点 。 例如

， （
１
）

“

欧洲框架应该定＼

义面向终身学 习的新基本技 能 。 对于新基本技 能｛
｜一

标准与评价
 ＪＩ Ｉ

的定义是欧洲对于全球化的 回应 ，面对知识经济进课 程与教 学Ｊ
行的调整

，
并翻人是欧洲的主麵富 。

”

（漏 ，里

斯本 ） （ ２ ）

‘
‘

２０ １ ０ 教育培训工作方案
’ ’

［
１ °

］

的具体 目标
“

包括培养知识社会所需的技能 ， 促进语言学 习 的

特定 目标 、发展创业精神 以及提高欧洲的整体教育

水平
”

。 （
２００ １

，斯德哥尔摩
；

２００２
，布鲁塞尔 ） （

３
）终能 、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 生 活 与 职业技能

［
１ ６

１

。 曰

身学 习 的决议将
“

新基 本技 能
”

定为工作重 点 。 本的
“

２ １ 世纪 型 能 力
”

有相 同 的 思路
別

。 相 当 实

（
２００２

，欧盟委员会 ） （
４

）

“

强调了各成员 国鼓励通用在 ，没有摆阵 势的感 觉 。

，

核心技 能发展 的需求 。

”

（ ２〇 〇５
，
布鲁塞尔 ） 后者把赵 ：作为教育方针

，德智 体美全面且和谐的发
“

ＫｅｙＣｏｍ
ｐ
ｅ ｔｅｎｃ ｅｓ

”

清晰地定义为
“

帮助人们适应环展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有学者说它是个筐 ，可 以随

境 的知识 、技能与态度的结合体
”

。 也就是说
，

“

Ｋｅ
ｙ便置换里面的东西 ，那么

“

素养
”

又何尝不是呢 ？ 还

Ｃ ｏｍ
ｐ ｅｔｅｎｃｅｓ

”

是应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挑战的关键有
，
无论是

“

全面发展的人
”

还是
“

发展全面的人
”

，

能力 ？

，它瞄准欧洲 问题和欧洲 （ 人 ） 的发展 ；科学和如果不去中心化 、扁平化
，
兜几个圈子仍会回 到

“

德

技术 、通用技能乃至职业发展是其重点 。 对我们 的智体美全面发展
”

上去 。 关键是看你要应对什 么 ！

启示是 ，针对新的科技革命 （ 如数字化 ） 和各种结构
“

Ｋｅ
ｙ
Ｃｏｍ

ｐｅｔｅｎｃｅ ｓ

”

和
“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 ｔｅ ｎｃｉ
ｅｓ

”

是针对知

变化 （如经济和社会 ） 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挑战 ，既识经济提出 的 ，
核心是创新能力 和行动能力 （

一定

是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 当然 ，历史学科教育能够有要关注这两个概念 ） ， 不是面面俱到或 高度精练 的
所作为。素养

，更不能把
“

核心素养
”

编织成理想教育的筐。

熊 ： 美 国在 ２００２ 年成立 了

“

２ １ 世纪技能合作组
一句话

，

“

Ｋｅ
ｙ
Ｃｏｍ

ｐｅ ｔｅｎｃ ｅｓ 

”

和
“

Ｋｅ
ｙ
Ｃｏｍ ｐ

ｅｔｅｎｃ ｉｅｓ 

”

织
”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

ｐ
ｆｏｒ２ １ ｓ 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Ｓｋ ｉｌ ｌｓ

， 简 称 Ｐ２ １） ，讲究务实
，历史学科的新知 识 、新技能 、新方法 、新

并提 出 了
“

２ １ 世 纪 技 能
”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ｔｕｒ
ｙＳｋ ｉ ｌｌｓ

，视野若不以
“

关键能力
”

打基础 ，再怎样包装
“

素养
”

２００２
） ，
它 用

“

Ｓ ｋ
ｉ
ｌｌ ｓ

”

这个词
，

是能力 的
“

下位
”

概念
，
也无济于事 。

但其主 旨是在帮助所有 学 习 者获得
“

在不 断变 化的一

宜本 抽杜处 十处 ＋ ， ， ｉ口 ，＊私 與 々

学 习 型世界 中发展
”

所需 的知识与技能 ［

＂
］

。 到 ２００７
－、基于 关键技 目ｅ或 目ｕ力 促进教子 多

年制 定的 《 ２ １ 世纪 学 习框架 》
［

， ２
］

，
以 彩虹图 的 形式样化

呈现 了 其追求的 学 习 成果和 支持 系统的 关 系 。

［ １ ３
］

与熊
：

“

素养
”

即
“

平 曰 的 修养
”

。

“

修养
”

则 指理

欧盟 、
经合组织 的视点

一致
，
同样强调在 ２ １ 世纪的论

、
知识 、 艺 术 、 思想等 方 面 的 一定水平

，
也 包括养

生活与 工作 中获得成功所必备 的知识 、技术与 专 业成待人处世的 态度。 通常的 理解 ，

既指后天的教养
技能 。 不 同 的 是

，
它 划 定 的 核 心 科 目

（ 或 关 键科对于人的影响 或是养成结果 ，
也指教养的过程。 英

目 ）

１ １

、跨学科主题和 ２ １ 世纪技能更为 宽 广 ，
如核语 中 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
ｃ ｏｍｐｅｔｅｎｃ

ｙ ） 、
ｓｋ

ｉ ｌ ｌ 、 ｌｉｔｅ ｒａｃｙ 以及

心科 目 有英语 、 闳读 与语言 艺术 、 外语 、 艺术 、数学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ｃａ

ｐ
ａｂｉ ｌ ｉｔ

ｙ 、 ｐ
ｅ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 ａｃｈ 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ｏｍ －

经 济 、 自 然科学 、地理 、 历 史与语言 艺术 。 基于核心ｐ
ｌ ｉ ｓｈｍ ｅｎｔ 这些词

，都可 以 用做汉语的
“

素养
”

。 也就

科 目 进行跨学科的主题⑷ 学 习
，

以便掌握更 高 学术是说
，

“

素养
”

是个 多 义 词 。 上述英 文词汇
，
应严 格

水平 的学 习 内 容 ， 包括全球意 识
；

金融 、 经 济 、 商 业对应它 自 身 的 意思 。 如果笼统地译为
“

素养
”

， 那就

与创 业素养
；
公民素养 ； 健康素养

；
环境素养等跨学意味着 可以 随意地使用

“

素养
”

一词 。

科主题。 ２ １ 世纪技能 则分为三 大类
： 学 习 与创 新技赵 ：

“

核心素养
”

的词源主要是经合组织的
“

Ｋｅ
ｙ

潘 ６

２０ １６
年第１ ２

期
（
总第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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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耆处次 教 学 参 考
Ｊ

特 铯失迕ｈ
＂ １

Ｃ 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 ｓ

”
一词 （ 参见中国教育学会发布《 中 国学力

”

，其
“

核心
”

是
“

生存能力
”

。

“

生存 能力
”

有基础

生发展核心素养 〈征求意见稿 〉 》 ） ，而
“

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 ｅ

”

能力 、 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三个层级。 基础能力指

的应用范围则是人力资源领域 ， 强调专业指向性与语言技能 、技术技能 、信息技能 ；
思考能力指 问题解

工作表现。 汉语的 意涵是
“

胜任力或竞争力
＂

。 放决能力 、发现能力 、创造能力 、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

到历史教学 只能转化它 ， 除了技 能和能力外 ，
无法考能力 、 多维认知和普遍 的具有适应性 的学 习 能

对应任何
“

素养
”

。力
；实践能力指 自 律的活动能力 、

人际交往能力 、社

熊
：
把美 国 的

“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ｋｉ ｌ ｌｓ

”

译为
“

２ １ 世纪会参与能力和可持续的 、能影响未来 的 贝
－

任 。 各

核心 素养
”

，
就显得不合适了 。

一是《２ １ 世纪学 习框学科课程和教学围绕
“

生存能力
”

去做就是了 ，根据

架》 （ ２００９ ） 提及 了
“

ｋｅ
ｙ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ｓ

”

、

“

２ １ ｓｔｃ ｅｎｔ
ｕｒ

ｙ学科特点各 自有所侧重。

“

素养
”

是 《宪法 》和 《教育

ｔｈｅｍｅｓ
”

、

“

２ １ ｓｔｃｅｎｔ ｕｒ
ｙ

ｓｋ ｉｌ ｌｓ

”

三个 概念 ， 都没有
“

核基本法》规定的东西 ，
简单而确定 ，他们 叫

“

资质
”

。

心
” “

素养
”

的意思 ；

二是
“

ｓｋｉ
ｌ ｌ

”

一词 多 专指外显的 、 养成资质的关键是

“

学力
”

，

“

核心学力
”

就是
“

生存

操作性的技术与技能 ，
也无法 附会 为

“

素养
”

；

三是能力
”

。 基于
“

生存能力
”

学科该做什么是很清楚的

严 重混 同 中 美两 国 的观念和思路差 异 ，
强 制 《

２ １ 世 （ 如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 ） 。 至于怎么做或怎样实

纪学 习框架 》做 了

“

核心素养
”

的 注脚
，
尽管我 国 的 ９现它 ，

则有基础能力 、思考 能力 和实践能力 派上用

大素养与 美 国 的 ５ 个主题看上去有些类似
… １

。场。 综合地看 ，无论
“

Ｋｅ
ｙ
Ｃｏｍ ｐ

ｅ
ｔ
ｅｎ ｃｅ

’ ’ “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ｅ

－

其 实
，
英语世界通常 用

“

ｃ ｏｒｅ

”

表述
“

核心
”

，

而 ｔｅｎｃ ｉｅ ｓ

”

，还是
“

２ １ ｓｔＣｅｎｔｕ ｒ
ｙＴｈｅｍｅ ｓ

”“

２ １ 世纪型能

不是
“

ｋｅｙ

，

’

，

。 在我们所 引 的各种
“

核心素养
”

（ 文件 ） 力
”

，都是基于特定的现实 问题所做的更 为精 细化

依据 中
，

仅见 《２ １ 世纪学 习 框架 》
使 用 了

“

Ｃ ｏｒｅＳｕｂ
－的教 育 改 革方案 ， 落 实 到 学科 的 特点 是 ： 针对

ｊ
ｅｃｔｓ

”

（
核心 科 目 ） 和

“

Ｃｏ ｒｅＴｈｅｍｅ ｓ

”

（ 核心 主题 ） 的性培养 什 么 样 的 人 的 目 标 非 吊 确 疋 ；
结 构

概念 。 但是 ，
２０ １ ５ 年版的

“

框架
”

又 用
“

ｋ ｅ
ｙ

”

替换 了性——在学习主题内 关键能力既有分层 又相互作

‘ ‘

ｃ ｏｒｅ
， ，

。

一般而 言
，

‘
‘


ｃｏｒｅ

”

强 调 构 成 ，

“

ｋｅ
ｙ

”

强 调情用 ；交叉性——各种知识与技 能形成开放且聚合的

境。 例如 ，
经合组织将

“

ｋｅｙ

”

针对解决
“

复杂 多 样的相互支撑系统。

环境 中所应对的 关 键 问 题
”

；

亚 太 经合组 织则 旨在熊 ：我国 的课程标准是否 系统性过强 了 ？ 课程

帮助 学生在
“

日 益全球化 的 经济 中 取得 成功
”

。 需性质 、课程理念 、课程设计 、课程 目 标 、课程 内容 ＇ 课

要 强调的是 ，

“

ｋｅ
ｙ

”

关 乎
“

框 架
”

的 系统是开放性的程 实施样样俱全 ，
但 内 容 简 约 、标准单一 。 国 外 的

还是封闭 性的 问题 。课程标准显然是写 给 实施者看 的 ，

而且比较容 易 实

赵 ：说到系统 的开放性和封 闭性 问题 ， 对历史现 多样化的教学 。

教学十分重要。 美 国 的历史教学普遍放在社会科赵 ：很多 国 家过 去没有
“

教学大纲
” “

课程标

（
Ｓｏｃ ｉａｌＳｔｕｄｉ

ｅ ｓ
） 的开放系统中 ，

不 了解
“

社会科
”

不准
”

，有的也很简单或烦琐 。 但是 ，近 ２〇 年的情况

会理解它 的历史教育。 如今国 内做社会科研究 的有了质的变化。

一是如你所说写得很实在 ， 可视其

人 ，
也常常忽 略美 国 的文化传统 、政治理念和创 新为

“

教学用标准
”

， 教学的 功能齐全 ；

二是促进教学

精神 ，结果把开放的 教育 系统看成是 随意的 、 低效的多样化 ， 即 强调有效教学 ；
三是把教学的效果放

的系统 ，
把封闭 的教育系统当 成是规范 的 、高效的在学科技能和能力方面 ， 既有规范性 ， 又体现专业

系统。 事实上 ，最近 ３０ 年社会科在全球的普及速度性 。 依照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上课是我们的 传统 ，

很快 ，并促进历史教学系统更为开放 、 更具有多样但注重教授 和让学生接 受 ， 教 和学 的 技能仍是软

性和专业性 。 如开放历史教学视野以及实现多学肋 。 ２００ １ 年 、
２００ ３ 年 的 历史 课程标准 比 《教学大

科交叉和跨学科学习 。纲》有很大进步。 然而
，

不是实质性的进步 ，
像德 国

熊 ： 与 美国 相 比 ，我们 更关心 教育 愿 景 ，
如

“

核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历史教学计划 中 的 历史能

心素养
”

；
美国 人更注重教育成效 ，

如
“

关键技能
”

。 力类型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９

］

、 澳大利亚 国家历史课程 大纲 的

有学者认为 ， 中 美 两 国 都 注重 实 用 主义哲 学 ，
但 实

“

综合能力表现
”

（ ２０ １ ２ ）

［

２０
］

、 美 国各州具体处理知

用 的 态度和行动 实 际差异很大吧。识与技會良的方法等 ， 我们一概没有 ！ 要知道 ，公民

赵 ： 笼统 地说 ， 我们 的 思维 比较粗糙 ，
不 够精教育的核心是独立思考 ，

即使是特别主张历史教育

细 。 原因很 多 ， 这里不说了 。 如前所述 ，
即 便全球的政治和道德功能 ， 应该尤其强调独立思考以及负

都在讲
“

素养
”

，
也要看他们靠什么途径和方法达成责任的行动能 力才是 。 因 此 ， 培养关键技 能和能

它 ，
而不是热衷于顶层设计 ，更不能玩偷换 概念 的力 ，而且是因地制宜 、多样化地加以运用才是根本 ！

把戏。 例 如 ，
日 本人抓的是务实 的

“

２ １ 世纪型能熊 ： 国 外历 史课程标准 同样有着 历 史教育价值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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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注

导 向 ，但不会让历 史教育服务于政治 。 他们 重视关 育下的学校历史教学则需要通过传授各种关键技

键技能和能 力是为 了培养学 生的历 史视 角 和方法 ，
能让学生表达和表现。

阻断历 史 偏 见。 所 以
， 需 要整体地 处理 知识 与 技熊 ： 有教师会反驳说 ： 学 生什 么 都不 知道 ， 怎 么

能 、 能力 ，
教学价值也是 由具体 的技能 、 能力 构筑的 。 做呢 ？ 学 生什 么 都不 学

，
怎 么做呢 ？ 学生只 关 心考

赵 ：我也强调历史 价值 ，
看重学科品质 。 不过 ，

试
，
怎 么做呢 ？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学校 、 不 同 教学经验

会尽可能避免两方面的弊端 ： 价值或品质不能抽离 的教 师 ，
会有各种 各样的 问 题 。 在我 看 是

“

殊途 同

技能和能力 ；
情感不能超越理性 。 另外 ， 事实判断 归

”

，
实际上 大家还是关注

“

学课本
”

的 问题。

和价值判断髙于阶级 （立场 ） 判断和道德 （ 情感 ）判赵
：
还是态度和视野的 问题 。 例 如

，
态度问题 ，

断。 道理很简单
，
若做实公民教育 ， 就必须从学科 心中如果有学生、 真的为了 他们 的兴趣和发展 ，

尤

技能和态度方面实现有个性的历史教学。 据此
，
历 其是理解了公民教育的本质的话 ，

上述问题都不难

史教学过程必须是学科认知和认识 的 建构 （ 或重 解决 ；视野问题说 白 了 ，
就是见多识广。 历史是一

构 ） 过程 ，
技能 和能力则是思 辨和分析的工具。 所 门见多识广的学科 ，

要帮助学生确 立历史认识 ，需

谓
“

像史学家一样思考
”

， 主要是指 了解和运用史学 要教师首先要见多识广 。 现在做不到 ，所以更不能

家探究历史 的途径和方法 ， 而不是把史学搬进课 太信赖 自身的
“

学识
”

。 放宽教学尺度 ，确定一般标

堂 ，不会再持
“

史学 即史料学
”

的观念 ，
更不必多加 准

，
鼓励多样化教学 ， 把功 夫下在关键的学科技能

“

史料教学
”

的作料 。 例如
，
加拿大魁北克省 的 《 历 方面 ，是 比较务实的办法 。 如政府制定

“

教学能 力

史与公民教育课程标准 》将课程 内容视为各种社会 水平
”

的 目 的 ， 不是规定教学 的晋级标准或评定教

现象
，
抑或是公 民的历史教育 旨在学会用历史 的视 学的优劣标准 ， 而是指 导不 同地区 因地制宜地开展

角和方法探究社会现象 。 这是 比 较典型 的公民教有效教学 的水平性标准。 具体说 ，
如果制定 ＡＢＣＤ

育 ，用
“

社会现象
”

概念而非
“

历史现象
”

概念 ， 旨在四个水平 ，
最低级是 Ａ

， 即不达标 。 Ｂ 是初级水平 ，

强调养成历史意识 。Ｃ
、
Ｄ 是更高水平。 我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低 、学校

传统的历史教学主线 和主干知识都是政治史 ，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学生素质较差 ，那么教师的教学

更窄一些的就是讲朝代更迭或帝王编年史 。 无论达标水平理应瞄准 Ｂ
。 教师的教学能够使大多数学

是时序 、故事 的因果关系 ，
还是学 问 、智慧 的来源与生达成 Ｂ

，恐怕在教学技能和智慧方面的付出远超

用处 ，都有着 明确 的学科范围 和界 限 ， 思维亦不越过那些条件 、环境 优厚地方的教师 ， 怎能说教师不

雷池。 所谓求真求实
，
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从业优秀呢 ？ 而传统的等级评价观则让大家都奔向 Ｄ 。

的噱头。 除 了用时间 串 联有限的文献资料 （ 中学几久而久之
，
就出来很多理直气壮的变态 的同质化理

乎不用原始材料 ） 功夫外 ，分析统治者的钩心斗角 ，由 。 我之所 以长期 强调教常识 、形成教学个性 、追

史学不比政治学内行 ； 了解早期人类社会不借助人求简朴的有效教学 ，反对课堂充满
“

史料
”

和宏大结

类学 、考古学成果就只能猜想 ；解释经济 、社会现象构 、过度备课 ，就是要抵制 同质化的历史教育 ， 提倡

若不涉猎经济学 、社会学原因 简直 如同演义 ； 遇到有独立思考 、人文情怀 （或素质 ） 的历 史教育。 概括

科学技术
、
文学艺术这类人文话题 ， 常常是被科学地说

，
抓关键技 能 、 实现多样化教 学适用 于各种地

知识颠覆了 的东西仍作为成见来传授 、 已被现代观方 、条件的历史 教学 ， 它是解放教学 和师生思想的

念改变的认ｉＲ却作为价值观进行灌输 。 然而 ，除非根本途径 ，不必也不可能通过对空打太极的方式解

坚持历史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 的信条 ， 否则很难确决历史教学的现实问题 ， 因 为那样做招式或许很漂

定教科书所教 的时序 、 因 果关系 、发展规律就是求亮
，
可终究不能实战 。

真求实的历史。 有学识 （见识 ） 的历史视角和方法熊 ： 比如
，
对非 专业历 史教师教 学 的底线是什

不可能通 过讲述教科书得到 ，包括教师精彩 的讲么 呢？

义——那就是听故事 （ 甚至是调侃 ） 。赵 ：第一
，对教科书知识要掌握 ，

不能随意讲 ；

一

定要有 比较充足的时间去 了解事实 ，
诸如辨第二 ，

知道如何组织教学 ，
不能随意编

； 第三 ，
运用

析材料 （如记述 同
一件事 ， 材料 的 出 处和时间 的顺材料要典型 、适度 ，

不能随意摘 。 其实 ，好的教学何

序 ，有多少叙事角度 ，为什么会这样 ， 哪份材料更可尝不是这几条。

信 ） 、分析观点 （ 如 当事人或见证人观点背后 的动熊 ：全球化 、 经济知识都很现 实 ，
过去的教 学套

机 、为什么能够成功或失败 ） 等 。 传统的学校历史路恐 怕真的难以应付 。 我 没有什 么 实践经验 ，
仅从

教育 、教学囿于
一定 的政治伦理范 围 ，所以坐着听 、学 习 的 角 度看 ， 感 觉我 们把历 史 学 科看得过重 了 ，

脑子动 、与老师有所呼应就可 以 了 ，
而置于公民教赋予 它太 多 的 品质 ，

而 实 际 教学 又过 于保 守
，
基本

＇

’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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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讲课本 。 如今为 了 吸 引 学 生 的注 意 力 时兴探究才是适宜的 。 抑或说
，
为了获得历史视角 和方

调侃式 的教学 ，
好像有些效果 ，

但很难 由 它产 生 学法 ，
探究法远胜于讲授法 ，

就 因 为它 能够更全面 和

科品质吧 。实用地掌握学科的关键技能和能力 ，而且是应用多

赵 ： 现在是个消 费无聊 的时代 ，
历史教 学也不学科或跨学科的技能和能力 ，

其教学系统不仅是多

能幸免。 油嘴滑舌 与学科 品质没有任何关 系 。 另样的 、开放的 ，而且也是多维的 、建构式的 。

夕卜
，历史教学刻意地反骨也是

一种病 。 有智慧 的历熊 ：讲授法也培养记 忆、 归 纳 、 分析 、 因 果推理

史教学是平实地摆事实。 事实饱满了 ， 还用死乞 白等技能 。 然 而
，
那 多是被动性 的 。 探究 法 则是主动

赖地讲道理吗？ 过分娱乐化的历史教学 ， 只能让学性和 自 动性 的 。 目 前 ，

一 些超级 中 学通过 阅 读等活

生把历史当笑话看 ，
尽管你说的有些是事实 、

道理动
，提升学 生 历 史素养 ，

值得提倡 。 对一般 中 学或

或许也不错 ， 最终还是会扼 杀学 生 学历史 的 兴是条件较差 的 中学
，

除 了 用讲授法来确 保最低限度

趣——学生不信历史有 真东西 。

一个会讲故 事的的教学外
，
是否还有其他 办法 ？

史学家
，
首先对事实是认真的 ，

解释是周密的
，
会像赵 ：精选课程 内容

；
课程 内容主题化 ； 课程 、 教

侦探那样运用各种专业技能筛选令人信服 的材料 ，学 、教科书 、评价多样 化。 这些在
“

２００ １ 版
” “

２００ ３

认真勾连事实之间 的关 系并处理和解读细节。 即版
”

的课程标准都尝试过 了 ，方向是对的 ，成绩是有

便如此
，
他也许只能还原部分 的真实 ，获得某 种可的

，但结果不理想 。 原因 这里不谈 ，仅从学校历史

能的认识或揭示了 一段特定时间 内特定环境 中 的教育的专业性看
，

至今还没有找到精选课程内 容的

特定现象 （ 特征 ） ，
岂能玩笑般地事事在理 、样样精定位和途径 。 例如

，
全国 同质化的教科书和考试标

通 ，而且斩钉截铁告诉人们看透 了整个 历史或世准 ，就能让绝大多数学校放弃探索和创新。 我 以

界
，
还把握 了 人类发展真理 呢 ？

！ 中学历史教学绝为
，传统的历史教学没有出 路 ；

“

新课改
”

以来的经

不是要复制史学家的知识 ，
也不可能完全模仿史学验值得认真总结 ， 不能全盘否定 ，也不该终结它 的

家的工作程序 ，
它指导学生 了解和学 习史学家 的研探索方向 ；

“

核心 素养
”

如果不能触及根本性 问题 ，

究工具 ，认识和实践史学家的研究视角 和方法 ，
为则完全没有实施的必要 。

的就是能够独立思考和涵养人文智慧 。 所 以 ，
掌握熊 ： 通过梳理相 关 的

“

核心 素养
”

概念
，
并 结合

学科技能 、发展学科能力是教学的根本。 其方式包历 史学科 的 相关 标 准 ，
我也 想提 出 自 己 的 三个判

括讲述 、 阅读 、写作 、讨论 、 辩论 ， 其形式是 主题教断 ：

一是 国 际上对
“

核心 素养
”

的 界定 ，或许存在 一

学 。 现在
，
还 必须导人跨学科学 习 。 所谓学会生定的趋向

，但不 能理解 为有一致 的 定位
，
更 不存在

存 、学会学 习 、 学 会合作 、学会做事 ， 无外是立足于一致性的标准 ；
二是 即便存在一 定的趋 向 ，

也 因 为

公民教育的学科化或专业化的技能实施 过程 ，
技能组织 、 区域、 国 家 的不 同

，所确认 的 内容不都
“

近似
”

是虚 的 ， 哪来 的 能 力 ？ 能 力 是虚 的 ， 哪 来 的学科或
“

类似
”

，
认识他们 各 自 的侧重点可能更具有现 实

品质 ？意义 ；
三是在各个文本中

“

关键能 力
”

比
“

核心 素养
”

熊 ： 对历 史教学 而 言 ，在执行国 家标准 的 同 时
，更鲜明 。

要考虑 实施效果 。 各地的环境和条件差 距很大 ，
情赵 ：立足于公民 教育看历史教学的关键能力 ，

况很复 杂 。 简 单地统起 来
，
难 以应 对复 杂 的 现 实可以在以下方面做深层次的 理解 ： （ １ ） 关键技能和

问题。能力较之核心素养具有更强的规定性
；

（ ２ ）关键技

赵 ：历史
“

学科核心素养
”

如果针对
“

国 际发展能和能力有助于展开多方面 、多角 度 、 多层 次的历

趋势
”

而言 ，
有两条不能不讲 ：历史意识 （包括世界史教学实践

； （
３

）关键技能和能力 有利于矫正盲从

意识等 ）
和历史思维 （包括视角和方法 ）

，
或许可 以的 、虚妄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把历史价值单列 出来。 当然 ，关键技 能和能力在其熊 ： 是
“

核心 素养
”

还是
“

关键能 力
”

，
以及如何

中既是基本要素也是基础认识 。 简单地说 ， 如何看引 导 出切合实 际的 历 史教 学改革 ，
脱 离 了 我 国 的 现

待和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 特别是 当今世界 ） ，
如实 恐怕都难奏效 。 比 如

，

历 史教学 界仍有 大量的 非

何超越陈规旧俗和思维定式 ， 如何体现历史教学 的专业教师
；

历 史学科仍是
“

小儿科
”

， 普遍不 重视 ；
应

独特价值这类问题 ，
作为记忆学科 、教养学科 ， 知识试教育 钳 制 学 科发展 ；

教 师 的 待 遇 和地 位 太低 ，

具有确定性 ，
讲授法是最恰当 的教 学法

，
甚至教学等等 。

法就是讲授法 ；作为思考学科 、 实践学科 ， 知识的基赵 ： 是啊 ！


“

核心素养
”

很难依 赖课程 改革实

本特性是人文性 ，具有不确定性 、批判性和解释性 ，现
！ 儿童 、学生不是生活在 真空 中 ，

学校也是一个

９ 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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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而且与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 。 对于整个学校叙述 。 另 见师 曼 、 刘 晟 、 刘 霞 、 周 平艳 、 陈 有义 、

教育 ， 我的基本观点一 向 是看教师 的学养和素养。刘 坚 、魏锐的 《
２ １ 世纪核心 素养的框架 与研究

现在的
“

核心素养
”

是针对学生提出 的 ， 没有顾及教要素 》 （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３

师 。 在现实 中 ，没有给教师匹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期 ） 。

的资本
［

２ １

］

。 这个资本就是教师的经济 和社会待遇 ！［
５
 ］Ｋｅ

ｙＣ
ｏｍ

ｐｅ ｔｅｎｃｅ ｓｆｏｒＬ ｉ
ｆｅ ｌｏｎ

ｇ
ｌｅ ａｒｎ

ｉ
ｎ
ｇ ：ＡＥｕｒｏ

－

待遇不仅仅体现教师的尊严 ， 它就是养成学生
“

核ｐｅａ
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 ｅｗｏ ｒｋ．ｈ ｔｔｐ ：／／ｗｗｗ．ａｌｆａ

－

心素养
”

的 根本。 现实 明摆在那里 ， 让教师过有尊 ｔｒａｉ ｌ ，ｅｕ／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 １２／０ １／ＥＵ２００７－

严的生活 ，让教师见多识广 ，学生才有达成
“

核心素ｋｅ
ｙ
Ｃｏｍｐ

ｅ ｔｅｎｃｅ ｓＬ３ － ｂｒｏ ｃｈｕｒｅ ．

ｐｄｆ
．

养
”

的机会 ，否则只能人格分裂。［ ６ ］ 参见 《 学会生存——教 育世界的今天和 明 天 》

熊 ： 有人会说 ，
关键能 力 一样会要求这些啊。《

从现在到 ２０００ 年教育 内 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

赵 ： 所以
，
什么理念 、素养都没那么重要 。 如今《教育的 使命——面 向 ２ １ 世纪的 教 育 宣 言 和

我们最缺的更不是理念和 顶层设计 。 缺的是学科行动纲领 》 《教育
——财 富 蕴藏其 中 》 （教育科

视野 、是踏实地解决学科真问题的愿望和能力 。 我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６ 年 ） 。

就不信时常为 了生计 、 职称担忧
，
并承受着严重的 ［

７
］２ １ ｓ 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Ｃｏｍ

ｐ
ｅｔｅｎｃ ｉｅ ｓＦｏｒＡｌ ｌ

：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
ｇｏ

ｎ

应试任务 、升学压力 的教师能完成培养有
“

学科核 ｔｈｅＰａ ｓｔ ｔｏＭ ｏｖ ｅＴｏｗａｒｄｔ
ｈｅＦｕ

ｔ
ｕｒｅ ，ｈ ｔ ｔｐ ：／／ｈｒｄ ．

心素养
”

的学生 。 事 实是 ，今天 的学校历史教学除ａ
ｐ
ｅｃ ．ｏｒ

ｇ
／ｉｍａｇｅ ｓ／ｄ／ｄ７／Ｋｅ

ｙ ＿
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ｉｅ ｓ

＿

ｉ
ｎ
＿

了应试外 ，普遍连学科的
“

双基
”

都做不到 。 许多历２ １ 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
Ｓｃｈｏ ｏｌ ｉｎ

ｇ
．

ｐ
ｄｆ ．

史课堂达不到
“

讲历史
”

的基础要求 ，
即便有再清［ ８ ］ 参见欧盟理事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８ 发布 的 ＲＥＣ －

楚 、高 尚 的
“

学科核心 素养
”

作为追求 目标 ， 又有什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 －

么用呢 ！ 而学科
“

关键能力
”

不同 于
“

核心素养
”

的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 ＩＬ
， 原 载 Ｏｆｆ

ｉ
ｃ

ｉ
ａｌ

地方 ： （ １
） 从基本技 能入手 ， 约束教学 要有

“

学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Ｕｎ ｉ ｏｎ．

味
”

，进而培养学生学历史 的兴趣 ； （ ２ ） 通过关键技［ ９ ］ 参 见 欧盟理 事会 ２００６ 年 １ ２ 月 发布 的 ＫＥＹ

能和能力 ，提升历史教学质量
，
进而也能够应对考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什么和怎样考的变化
；

（ ３ ） 容易找准学科的真问题 ，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原

并针对现实 困境解决关键冋题
；
（ ４ ） 降低教育教学载 Ｏｆｆｉｃ ｉ

ａｌ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

以及培训成本 ，提高历史学科教学的专业水平 ； （
５

）［１
０

］ 即 ｔｈｅ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 ｎａｎｄＴｒａ

ｉｎｉｎ
ｇ２０ １ ０ｗｏ ｒｋｐｒｏ

－

更为重要 的是 ，技能和能力体现学科独特的学 习价ｇ
ｒａｍｍｅ ．

值 ，而关键技能和能力则在开 发学科育人价值 ，
有［

１ １
］ 美 国 ２ １ 世纪技 能合作 组 织 的 视野 与 任务

把历史变
“

闲科
”

为
“

实科
”

的特殊功能 。 所以
，
我们（

Ｐ２ １Ｖ
ｉ
ｓ

ｉ
ｏｎａｎ ｄ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ｐ２ １ ．

需要务实 地思 考历史学科教育 的走 向 。

“

二维 目ｏｒｇ／
ａｂｏｕｔ

－

ｕ ｓ／ ｏｕｒ 
－

ｍｉｓｓ ｉｏｎ ．

标
”

也好
，

“

核 心素养
”

也罢 ， 究竟能够解决什么 问［ １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 １ ６ 年 间
，

已有 ２ ０ 个 州 加入 该框 架 ，

题 ？ 这就是我们辨析
“

核心素养
”

概念的初衷 。它们是亚利 桑那 州 、加利 福尼亚 州 、 伊利 诺伊

州 、 艾奥 瓦 州 、肯纳斯州 、肯塔基 州 、路易 斯安

［ １
］
经合组织 于 １的７ 年发起的 国 际 学生 能 力 评估那 州 、 缅 因 州 、马 萨 诸塞州 、密 西 西 比州 、 内 华

计 戈
彳 ， 即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 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ｅｎ ｔＡｓ

－达州 、 新泽西州 、 北卡 罗 来纳 州 、 俄亥俄 州 、 俄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克拉荷马 州 、 南卡 罗 来纳 州 、 南 达科他 州 、 佛

［ ２ ］ 即 Ｄｅｆ ｉｎ
ｉ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Ｓｅ ｌｅｃｔｉ
ｏｎｏｆ Ｃｏｍｐ

ｅ ｔｅｎｃ ｉｅｓ
：Ｔｈｅ

－蒙特州 、 西弗 吉尼亚州 与威斯康星 洲 。

ｏｒｅｔ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ｅ
ｐｔｕａ ｌ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 ｏｎｓ

， 简 称［
１ ３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ｆｏｒ２ １ ｓ ｔＣｅｎｔｕ ｒ
ｙＬｅａｒｎｉ

ｎ
ｇ ，ｈ

ｔ ｔ

ｐ ： ／／

ＤｅＳｅＣｏ项 目 ．ｗｗｗ ．ｐ２ １ ．ｏｒｇ／ ｓ ｔｏ ｒａ
ｇ
ｅ／ｄ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ｄｏｃ ｓ／Ｐ２ １＿

［ ３ ］ 即Ｄｅｆｉｎｉ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ｅ ｌｅｃ ｔ ｉｏｎ

，ｏ ｆＣｏｍｐｅｔ
ｅｎｃ

ｉ
ｅ ｓＥｘｅ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
＿

０ １ １ ６ ．

ｐｄｆ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ｆｏｒ２ １ ｓｔＣ ｅｎｔｕｒ
ｙ

ｕｔ
ｉ
ｖｅＳｕｍｍａｒｙ 

〇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
ｇ／ｐｉ

ｓａ／Ｌｅａｒｎ ｉ
ｎ
ｇ

．

３５０７０３ ６７ ．

ｐ
ｄｆ ．［ １ ４ ］２ ００９ 年版《２ １ 世纪学 习 框架 》采用

“

Ｃｏ ｒｅＳｕｂ
－

［ ４ ］ 张娜的 《 ＤｅＳｅＣｏ 项 目 关 于核心素养的研究及启ｊ
ｅｃ ｔｓ

”

（ 核 心科 目 ） ，
２０ １ ５ 年版该称

“

Ｋｅ
ｙＳｕｂ

－

示 》 （ 《教育科 学研究 》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１ ０ 期 ）

一文ｊ
ｅｃｔｓ

”

（ 关键科 目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ｐ２ １ ． ｏ ｒ
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

对 ＤｅＳｅＣ ｏ 项 目 及核心 素养概念有较为详 细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ｄｏｃ ｓ／Ｐ２ １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０１ １６ ．

ｐ
ｄｆ．

该， １ ０

２ ０ １６ 年 第 １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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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暫雇次 教 学 参 考
１

Ｊ

专家ｍ自、

———

栏 目 主持人／雨 人

？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 王 力口丰


历史著作总是要对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做 出解 发展规律的
，
不管是孔德、孔 多塞 、涂尔干这些社会

释。 它涉及如何认识历史的 问题 ， 也涉及历史知识 学的奠基人还是英国辉格党式的历史观 （ 当 时英国

的性质问题 ；但它的本质是说明历史事件的 因果关资产阶级主流 的历史观 ） 都是这样 。 但进 入 ２〇 世

系
，
所以有人说 ，历史解释的产生 ， 是出于对历史事纪以来 ，

特别是二战后
，
西方主流的历史观大体上

件的 因果关系的探索
［
１

］
１ ２４

。放弃了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索和追求。 不过
，
如果

１

＝
１
从其一些宏大叙事看 ，

如他们编写 的各种西方文 明

史或世界文明史 ，
人类不断走 向进步和文 １

３月的思路

影响我们的历史解释既有主观因素 ，
也有客观依然是存在的 ，

只不过他们从理论上不再那样理直

因素 ，而在史料 比较丰富的情况下 ，
主观 因素起更气壮地坚持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已 。 （ ２ ） 至少是

大作用 。 主观因素既与
一定 的经济利益 、政治立场二战以来 ，西方 主流 的历史学家 中 ，公开主张历史

或价值观有关 ，
也与认识能力 、认识手段或认识方由英雄创造 、 历史发展的 根本动力是主观精神 的

法有关 。 各种因 素往往互相交织 ，大体上可归纳成人 ，
已经很少 ，

这可从大量 翻译过来的西方历史著

以下几大类 ：作得到印证。 比如 ， 在保罗 ？ 肯尼迪的 《大 国 的兴

１ ． 用唯物史观或用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发展 ，衰》这样宏观性的政治史著作 中
， 几乎看不 到什么

会形成极不相同的历史解释 ， 特别表现在历史发展
“

英雄
”

。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 由于唯物史观的影 响

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 还是主客观精神 、历史 （年鉴学 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 尔就不讳言这种影

创造者是英雄还是人民 、 人类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响 ） ， 另
一方面还必须从唯心史观在 ２０ 世纪 的演变

等问题上。 当然 ， 当我们这样讲时也需要注意下面来考察
，
但这方面我们似乎缺乏研究 。

两点 。 （ １ ） １ ９ 世纪西方主流的历史观是相信有历史２ ． 不同 的利益考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立

［ １ ５
］ 即 ２ １ ｓ ｔｃ ｅｎｔｕｒｙｉ

ｎｔｅｒｄｉ
ｓｃ

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ｈｅｍｅ ｓ 。针对性更强 ，
更强调行动 力 。 例 如

，

“

２ １ 世纪

［ １ ６ ］ 学 习 与创新技能 ， 包括创造 力 与 创新力 、批判主题
”

中 的公民 素养 ，
包括保持 消 息通达

，
了

思维与 问题 解决 、 交流 沟通与 合作 ；
信 息媒体解政府工作进程 ，

有效参与公民政治生活 ；在本

与技术技能 ， 包括信息 素养 、 媒体素养与 ＩＣＴ地 区 、本州 、本国 以及世界行使权利 ，
履行义务

；

（信息 、 交 流与技术 ） 素养 ；
生活 与 职业技能

，
理解地区 范围 与 国际范 围 内 的公 民决议。

则 由 灵活性与适应性 、主动性与 自 我导 向 、 社［ １９
］ 即事 实 能力 、 方 法能 力 、评判 能力 、行动能 力 。

会与跨文化 素养 、 效 率 与责任 以及领 导 与 负 ［ ２０ ］ 包括读写 能 力 、 计算能 力 、 信 息与通信技术能

责 组成 。力 、批判 性和创 造性思 维 、 个人和社会能 力 、

［ １７ ］ 国 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編 ：＜社会Ｏ变化 Ｋ：対応道德理解 、跨文化理解。

資呤能力 旮 育成中 苍教育課程編成刃基［
２ １

］ 只 重视教师 的 资格 、 资历不行 ！ 还要重视教师

本原理 〉 、 平 成 ２ ５ 年 ３ 月 。 ｗｗｗ ．ｎｉ
ｒｅ ．

ｇ
ｏ ．

ｊｐ／资质。 而提升教师 资质的 最重要办 法就是提

０５
－

ｂｅｎｋｙｕ
—

ｓｅ
ｉｋａ／ｐ

ｔ ．高教师 经济和社会待遇 ，
这是 非 常根本的 前

［ １ ８ ］
“

２ １ 世纪主题
”

包含全球意 识 ；
金融 、经济 、 商提条件 。

业 与 创 业素养 ；
公民素养 ； 健康素养与环境素 （作 者地址 ： 熊 巧 艺／首 都 师 范大 学 历 史 学 院课

养 。 其 中
“

Ｌｉ ｔｅｒａｃｙ

”
一 词

，
也被翻 译 为

“

素程与 教学论研 究 生
，

１ ０００４８ ； 赵亚 夫／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养
”

。 相对于
“

ｃｏｍｐ
ｅ ｔｅｎｃ ｅ

”

，

“

Ｌ ｉｔｅ ｒａｃ
ｙ

”
一词 的历史 学 院教授 ，

１ 〇〇〇４ ８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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