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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下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
文 /颜林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教育业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新高考的背景下，教师的任务已经不是单纯的传授书本知识，而是

通过课堂教学培养真正的核心能力。高中历史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门人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是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能力培养的重中之重。高

中力学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不仅要在教学过程中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课后也要研究如何能够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关键词：新高考；高中历史；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得到了全方位的贯彻落

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立德树人逐渐成为了高中历史教学的培养

目标，历史教师不再继续沿用传统教学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而是在

核心素养的指引之下，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并让学生充分认知到“光

明的未来 = 勤奋 + 努力”的道理，进而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不断

提升，又有利于积极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意识，推动学生的个性化综合发

展。

1 教学方式的调整

按照以往的历史教学模式，多半都是教师单方面的理论输出，师生

间几乎全程无互动，教师对于学生的想法和观点基本不关心，学生学习历

史的流程也始终固定为背书、解题、考试三项，这样每日机械化的学习日

常并没有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历史素养得到显著的提升，反而导致学生的

历史学习停滞不前，甚至还有退步的征兆，学生对于历史学习的感官越来

越差，最终造成厌学、弃学的后果。对此，教师理应将核心素养科学、合

理的引入进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增加深入学生之中的频率次数，以及

时有效的了解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调整教学重心，

改善教学方式，潜移默化的转变学生的历史学习态度，促使学生能够正视

历史科目的学习。具体操作如下 ：①教师务必要先摆正自己的教学态度，

而后方能正确的引导学生朝着更好、更优秀的方向前进、发展，教师应做

好表率工作，帮助学生戒骄戒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将教学的主要重

点放置在背书、做题之外，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在提高学生理解能力、

认知能力以及应用能力方面，教师需要积极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提出自己

的质疑和见解，充分的突显学生的历史观念，在教师和学生间“你来我往”

的探讨、互动中，逐渐改变学生对历史学习的态度 ；②教师理应在班级范

围内全面贯彻落实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内涵和要求，以便于有效促进学生个

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以及学科核心素养的加强，教师需引导学生从自身利益

的角度出发，在充分结合自身具体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进行学

习计划和学习方式的调整与转变，教师应帮助学生摆脱死记硬背的学习观

点，而是让学生在充分地了解历史、建构历史观念和实现独立的历史思维

方式的基础上进行逐渐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和历史素养，教师理应开拓创

新自己的教学理念，进而促使学生能够自觉地参与进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

让学生学会利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事件的分析，同时再通过教师的正确引

导以及自己的思想融合，进而帮助学生构建自己的历史观。例如 ：在讲解

《鸦片战争》一节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组，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探究引发鸦片战争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

项因素，并在小组讨论和教师引导的辅助之下，让学生能够及时有效的找

到突破口，同时对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原因也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和掌

握，这种循序渐进的指导方式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思考能力。

2 带入思想感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之下，很多高中生的学习重点都普遍偏向于应付

考试方面，而对于学科本身的探究和思考却极易被忽视，现阶段，在新高

考背景下，教师务必要扭转学生的学习理念，帮助学生分清学习的主次

点，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知识除了能够有效提

高历史成绩外，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学生在充分了解历史事件的同时，又

能够积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地帮助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升华。基于

此，历史教师在讲解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一定要适时地融入个人情感，继

而对学生展开一次情感的引导，以尽可能地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不断促

使学生对教材中的历史事件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进而正确树立学生的

历史价值观，强化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以及历史史观的构建。例如 ：在

讲解《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这一单元时，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从

我国自身角度出发，自主探究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原因，在引导期间，教

师融入教学中的情感应是哀痛的、怒其不争的，教师要带着这样的情感为

学生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以及当时我国签订的众多丧权辱国的

不平等条约，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中法战争的《中法条约》、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辛丑条约》等，教师要充分的利用情感和语言逐渐

激起学生的历史共鸣，教师还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纪录

片，以不断深化学生对于这段历史背景的理解。此外教师还可以将蒋介石

和毛泽东的合照展示给学生，并让学生明白新中国的成立、抗日战争的胜

利既是两党通力协下的结果，又是人民众志成城下的结果，随后教师再为

学生播放一段有关日本侵华的视频资料，并要求学生主动分析�“日本为何

侵华？”以及�“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都犯下了哪些不可饶恕的罪责？”这两

个问题，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爱国心理，让学生明白只有自己的羽翼逐渐丰

满，才有足够的底气对抗外敌，从而有效地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迎来了全新的发展与挑战，

为了彻底摆脱旧理念，创新新思想，教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坚持以正确的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开辟新的学习理念，教师在结合学生具体情况之后，对

教学方式、教学理念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革，让学生明确历史学习除了应对

考试之外，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历史背景，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从

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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